
“5·15”全 国 公 安

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罪宣传日前夕，记者从

北京市公安局经侦总队

了解到，北京警方近期

在线索摸排中发现多家

“投资公司”以招聘外汇

期货交易员及操盘手的

名 义 开 展 非 法 经 营 活

动 、骗 取 应 聘 人 员 钱

财。在查明案件事实基

础上，警方牵头相关单

位打掉犯罪团伙 6 个，

刑 事 拘 留 犯 罪 嫌 疑 人

51 人，涉案金额近 4 亿

元。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打掉冒牌金融机构

李英锋

眼下正值求职季，高校毕业生即将走

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但涉世未深的

他们很容易落入不法分子设下的套路和

骗局。从不法黑中介，到试用期“白用”；

从 合 同“ 霸 王 条 款 ”，到 培 训 课“ 被 套

路”⋯⋯毕业生求职需要躲避的“坑”真不

少。专家就此提醒广大高校毕业生，要通

过合法、正当、信誉好的信息渠道来掌握

和了解招聘信息，多种途径了解用人单位

背景，不要盲目轻信。

年年岁岁“坑”相似，岁岁年年“生”

不 同 。 高 校 毕 业 生 求 职 的“ 坑 ”早 已 有

之，且职场的相关套路或骗局已有成型之

势，每一年的毕业季或求职季，总有一茬

又一茬的高校毕业生重复着昨天令人心

酸的求职故事，掉进“坑”里。对于高校

毕业生而言，一个个求职的“坑”设置了

就业障碍，抬升了就业成本，增加了就业

难 度 ，加 剧 了 就 业 压 力 ，拉 低 了 就 业 质

量，破坏了就业环境。这些“坑”不仅侵

犯求职毕业生的合法权益，还会影响他们

的求职信心。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社会

提供的就业岗位未达峰值，与就业需求之

间存有一定差距，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

相当严峻。在这一背景下，职场中的侵权

套路或骗局无疑会释放更多负面影响，会

放大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压力和焦虑。也

正因为此，社会各界瞄准高校毕业生求职

的“坑”强化联合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和

迫切。

教育部门、高校等应加强对毕业生的

就业帮扶指导工作，给毕业生上好求职

课，帮毕业生解构求职季常见的职场套路

或骗局，教育警示毕业生增强求职风险识

别、规避意识，了解劳动合同签订等求职

注意事项，掌握求职的要领，并对接用人

单位积极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联合相

关正规招聘平台多发布一些招聘岗位信

息，助力毕业生规范就业、安全就业、放

心就业。

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工会等应

通过常态化的法治体检活动帮助企业查

找劳动管理、用人招聘等环节存在的问

题，给出合规的建议和指引，并辅以必要

的普法宣传工作，引导企业增强法律意

识，规范招聘行为，远离违法侵权的问题

点、隐患点。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有必

要进一步健全监管机制，加大对毕业生求

职季相关招聘主体、招聘信息、招聘行为

的监督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广泛收

集有关招聘套路或骗局的问题线索，对调

查属实的问题，依法追责并曝光，既积极

维护高校毕业生等求职者的合法权益，也

给触碰法律底线的招聘单位念一念紧箍

咒，充分释放法律的惩戒、震慑、警示效

应。

同时，高校毕业生在遭遇招聘的“坑”

后，不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不能干吃

哑巴亏，而应通过向工会反映、向劳动监

察部门投诉举报、提起劳动仲裁或起诉以

及在网上发声揭“坑”等方式，向招聘单

位传导反向监督的压力，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法院、劳动仲裁机构等也应依托事实

和法律积极支持高校毕业生的维权诉求，

为高校毕业生当好维权后盾。

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毕业生求职要

避开的“坑”，也应是稳就业、促就业的重

点发力点。相关各方应抓住求职季这一

关键时期，进一步压实责任，全力拆穿招

聘套路或骗局，封填毕业生求职的“坑”，

清除求职障碍，排除求职干扰，为毕业生

缓解就业压力营造更好的环境。

毕业生求职要避开的“坑”也是促就业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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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随着演出市场回暖，令人深恶痛绝

的倒票黄牛也重新活跃起来。据媒体报

道，今年 4 至 6 月，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

打击演出票务市场黄牛非法倒票的专项

整治，提出 8 项治理措施，包括开展票源

管理、规范售票环节管理、重拳打击现场

黄牛、打击互联网平台违法票务销售行

为等。4 月 29 日和 5 月 13 日，在韩红演

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开始前夕，多部门

联合行动，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共 20

人。专项整治期间，文化执法总队立案

查处一家“未经演出举办单位授权擅自

出售演出门票”的互联网票务平台。

观众苦黄牛久矣。黄牛的出现人为

炒高了价格，制造紧缺，伤害观众的感情

和钱包，同时演出方的利益也受损。就

在上周，一知名歌星演唱会刚刚放票，5

秒之内，6 场近 30 万张门票全部售罄。

这边粉丝们还在又惊又气，那边社交平

台上不少黄牛已经以翻倍价格兜售门

票。看着比原价高出千元的黄牛票，一

些歌迷喊出了“宁可鸟巢门口站，也不能

让黄牛赚”的口号。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黄牛囤积居

奇、扰乱市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情节

严重者可依法追究刑责。依法处理到

人，是从源头斩断黄牛票黑色产业链的

关键一招，也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把精彩

的演出现场还给真正的知音。作为受害

者的粉丝行动起来抵制，让黄牛市场萎

缩，也很有助益。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

也不能光靠事后的重拳打击，更要从票

源发力，让黄牛根本无票可倒，才是釜底

抽薪之道。

为什么黄牛手中总能有票，他们为

什么这么“牛”？这是一个困扰公众的问

题，也难怪会有“票务平台与黄牛勾结”

的怀疑。据媒体调查，黄牛除了利用专

门的抢票软件，还操控着较完整的人工

抢票产业链，同时也有一些所谓“内部

票”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大大小小的跑冒

滴漏汇聚到黄牛手里，就成了他们的“源

头活水”。也正因如此，这次专项整治提

出的 8 项治理措施中，前两条都明确指

向对票源开展管理，要求堵塞非法倒票

源 头 。 近 期 ，电 子 票“ 实 名 制 + 不 可 转

赠+限时退票”的组合拳已经收到良好的

效果。过去几天，有两场演唱会因为不

可转赠的限制出现了退票潮，真正的粉

丝有了二度抢票的机会。当然，也许此

举对真观众的转赠、退改构成了一种麻

烦，但严格管理的大方向是不能变的，要

做的是不断摸索出更合适的方案。

遥想当年，每到节假日，倒卖火车票

的黄牛简直到了泛滥的程度，可待实名

制等实招一出，黄牛顷刻间销声匿迹。

演出市场黄牛的水平难道比倒卖火车票

的还高？治理难度难道更大？不管如

何，只要想治理，总是有办法的。建设演

艺之都，擦亮“大戏看北京”文化名片，必

须有良好的演出市场环境，“北京大戏”

不容黄牛搅局。

孔雨童

近日，在深圳光明文化艺术

中心音乐厅落成典礼上，57 岁的

农民工易群林，受邀在这座自己

参与建设的场馆中弹奏了一首钢

琴曲。

这一幕打动了不少人。有人

看到了对建设者的尊重和致意，有

人感慨“音乐无门槛”，还有人感受

到了人文关怀。但在对这所音乐

厅报以赞赏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

到更多“背后的故事”。

易群林自小喜欢音乐，16 岁

时在亲戚家第一次接触到钢琴，他

跟着简谱慢慢学会了不少曲子。

但自从来到深圳打工，20 年了，几

乎再也没摸过钢琴。前不久易群

林在街头看到一架公益钢琴，他犹

豫了一下，随后拍拍身上的灰，上

前弹奏了一首《梁祝》。那一天，老

易很开心很激动，而这段视频也被

人发在网上，广为传播。

近年来，如易群林所经历的，

公益钢琴开始在一些城市的街头

出现，成为一些外来务工者接触艺

术的渠道：2018 年，深圳华强北街

道在路边摆放了 8 台公益钢琴，供

人免费弹奏——任何人都可以；

2019 年，几十架公益钢琴陆续被

放置在宁波的街头巷尾；2021 年，

上海第四届公益钢琴艺术主题活

动中，超过 50 台钢琴通过捐赠渠

道，放置于学校、医院、福利院、艺

术中心等多处社会机构，覆盖城市

各个角落。

我们在说“钢琴”，但说的也

不只是钢琴。城市需要以更多

“主动的姿态”，关注外来务工者

精神层面的需求——多一些公共

文化设施的增设，多一些公共场

馆的开放，多一些公益文化活动

的开展，乃至多一些宣传上的关

怀和鼓励。让更多外来劳动者，

可以自然地进出一些哪怕打着

“高雅”标签的公共场所，享受更

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明福利的同

时，也更好地融入这个他们建设

的地方。

“Play Me，I'm Yours”(演奏我

吧，我属于你)是国内公益钢琴项

目 中 广 为 流 传 的 理 念 ，而“I'm

Yours”(我属于你)亦应成为被每个

务工者感受到的“城市之音”。

给外来务工者
一架可弹奏的“钢琴”

斩断黄牛黑手，要从票源入手斩断黄牛黑手，要从票源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