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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池州学院校园安全告学生书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2016 年以来，我校大学生陆续发生了多起被不法分子利用

网络电信等手段进行诈骗的案例，造成了财产损失。尽管学校多

次开展了一系列的安全教育活动，但仍有类似事件频频发生，尤

其是本学期开学至今仅 2 周时间，又有 7 名同学深陷网络与电信

诈骗的陷阱，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压力，对校园的安全

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

现要求全体辅导员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结合“池州学院大

学生被网络或电信诈骗典型案例”召开主题班会，并要求每位学

生学习《池州学院校园安全告学生书》，并由本人签字，确保告

知到每一位同学，并通过多种渠道抓紧排查，逐一排除，对于有

参与的学生应告知学生父母并要求学生立即停止参与。通过扎实

工作切实加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生防范技能，保护财

产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附件：

1. 池州学院校园安全告学生书
2．发生在我校常见的电信诈骗案例

池州学院

2017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1：
池州学院校园安全告学生书

2016 年以来，我校学生陆续发生了多起被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电信等手段进行诈骗的案

例，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尽管学校多次协同公安部门开展了防诈骗讲座等一系列的安全

教育活动，但仍有类似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本学期开学至今仅 2 周时间，又有 7 名同学深

陷网络电信诈骗的陷阱，蒙受了财产损失和精神压力，对校园的安全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为切实加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保护财产安全，认清常见的受骗上当手段，

特制订“池州学院校园安全告学生书”，并要求全体学生坚决杜绝此类情况的再次发生，现

结合实际，重点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一、防火

1.认真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安全法》和《池州学院规章制度汇编》对于安全的相

关内容。

2.要有个人安全防火意识，自觉遵守并能认真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方针。

3.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防火防灾”演练等方面的活动。

4.积极与身边人交流防火知识、逃生技能等，提高自身自救能力。

5.不带火种进入寝室以及其他校园内容易着火的地方，严格遵守防火以及禁止烟火等制

度。

6.不购买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和劣质电器，如：热得快、电茶壶、电饭煲、电热毯、

电热杯、电炉、电热壶、火锅、取暖器等违章电器；不私拉乱接电源、电线。

7.离开宿舍前，熄灯，关闭电器、水龙头，衣柜上锁，检查寝室门是否安全上锁，电插

板是否关闭，充电宝、充电器是否拔离，以防漏电。

8.事故发生后要冷静，不慌乱，会报警、会自救、会使用灭火器、消防器等设备，并尽

快与负责人取得联系。

二、防盗

（一）在宿舍内：

1．出门时间不长（如去洗手间洗漱、上厕所以及到其他寝室窜门）随手关门。

2．上课等长时间出门的情况要将宿舍门锁好。

3．不随手将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钱包、数码相机等容易拿走的贵重物品放

在桌面或床上，放在抽屉里锁好。

4．大额现金不存放在寝室，及时存入银行，尽量随用随取。

5．发现推销人员及时向宿管报告。

（二）在食堂内：

食堂用餐排队打饭时不将手机或钱包放于上衣的外口袋中以及长裤后口袋中，随身背

包、挎包等应移到身前，不给小偷可乘之机。

（三）在自习室内：



（1）不将书包随手放在身边椅子或桌子上。

（2）手机、手表、钱包等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不给小偷可乘之机。

三、防诈骗

（一）网络中：

网络中常见诈骗手段有：勤工俭学为名的兼职群诈骗、网上购物或刷单诈骗、网络贷款

诈骗、申领助学金或奖学金等诈骗、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盗取 QQ 或冒充熟人诈骗。预防

以上诈骗我要做到：

1．不轻信——不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管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

做到不相信，要及时挂掉电话，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

2．不透露——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及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卡号等

重要信息。

3．不转账——学习了解银行卡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资金安全，拒绝向陌生人通过

支付宝、微信等各类方式汇款、转账。

4．9 个“凡是”不要信：

（1）凡是被要求淘宝等网络购物平台刷单的；

（2）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3）凡是兼职群等类似聊天群要求转账汇款的；

（4）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

（5）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

（6）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

（7）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

（8）凡是自称学校领导或老师要求汇款的；

（9）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

5.如果发现意外被骗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 110 报警，牢牢抓住被骗后半小时内的“黄

金时间”。

（二）生活中：

1．不轻易相信陌生人，保管好自己的存折、银行卡、密码和身份证，不轻易示人或借

给陌生人。如果骗子不肯罢休，不要犹豫报警。

2．不轻信商家以广告、兼职等名义诱骗购买护肤美容用品、体育文具用品或其他物品。

3．不与不熟悉的人合伙创业做生意。

对于以上各条款及注意事项，我已经认真阅读，以保证自身安全，防止出现任何安全

事故及合法权益受损害事故。(本告知书双面打印，一式两份，学生本人签名确认后交辅导

员保留一份，学校存留一份。)

学院名称： 班级： 辅导员姓名：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2：
发生在我校常见的电信诈骗案例

案例一：

某同学通过互联网搜索学习资料，违法行为人利用 QQ 称其销售部分学习资

料，后某同学通过支付宝转帐 700 元后发现被骗。

（温馨提醒：凡是购买学习资料以及相关用品，都要通过正规平台，正规

商店）

案例二：

某同学在淘宝后购物后，有人冒充淘宝客服联系某同学，称其购买订单填写

错误，需要退款在操作，后对方发送一个链接给某同学，某同学点进链接后按照

上面的提示依次填入银行卡号、手机号码、手机验证码，后发现银行卡内的 1400

元人民币被转走。

（温馨提醒：千万不要点击接收网络上来历不明的文件压缩包、网址链接！

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和银行卡的信息！）

案例三：

某同学在 QQ 上认识一个自称网络兼职的网友，对方利用高额回报为诱饵，

让某同学利用支付宝帮对方刷单，后对方每次都以不完成任务不退押金为由，该

同学为了拿回自己的押金，前后共刷单支付八次，共计被骗 29000 余元。

（温馨提醒：大学生找工作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尽量到各类人才

市场或者正规求职网站投资简历。对各类“网上兼职”、“求职”等信息要多

方鉴别，不要轻易相信对方开出的各项条件、不要受高薪或返利诱惑、不要不

经核实随意提交保证金或刷单汇款、不要轻易透漏个人相关信息。）

案例四：

违法嫌疑人冒充某同学的高中同学并以充话费为由，要求该同学向某个手机

号码充值，一次 200 元钱，一次 300 元钱，共计 500 元钱，后发现上当受骗。

（温馨提醒：对于亲朋好友要求汇款、借钱的，要重复核实对方身份，确

认属实后再行转账汇款。特别是通过 QQ、微信冒充亲友或公安机关工作人员，

以“网络购物余额不足急用钱、生病急用钱、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等理

由要求汇款的，一定要联系本人、确认真实情况后再做处理。遇可疑情况及时



拨打 110 报警或到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千万不要直接到 ATM 机或网上银行根

据对方指示进行操作。）

案例五：

某同学的手机收到一条关于中奖的信息，后某同学就与对方取得联系，并按

照对方的提示，向某账户缴纳税金 1200 块钱，之后，再也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

（温馨提醒：不要有“贪图便宜”、“一夜暴富”、“天上掉馅饼”的心理，

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细心辨别，不要轻信花样百出的“中奖”骗局，切记“天

上不会掉馅饼”。凡是要求您进行银行转账、汇款的电话和信息，请保持冷静、

一概不要相信，遇事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案例六：

一陌生女子主动找到某寝室声称，自己有一批上等文化用品可以低价转让给

某同学代销。其中某同学信以为真，花 1500 元买了该女子手上货物。打开包装

才发现是次品时，但该女子已经消失。

（温馨提醒：骗子利用学生经验少，渴求物美价廉的特点，上门推销让学

生受骗。更有一些到学生寝室推销产品的人，一旦发现寝室无人，就会顺手牵

羊。）

案例七：

某同学接到冒充司法人员的电话，称该同学参与了毒品或参与谋诈骗案件有

关联，需要配合调查，并要求冻结该同学的所有银行账户，要该同学赶快把银行

卡里的钱全部取出来存到某个安全帐号里面去，还说不存就是有非法转移资金嫌

疑。

（温馨提醒：一旦接到类似电话或被告知你的银行卡被冻结的信息时，请

不要慌张，应立即与辅导员、校保卫处或公安部门联系，千万不要转账）

2016 年以来，我校学生被电信诈骗 60 多起，其中，86%属于网络兼职刷单，

10%属于网络购物，其他占 4%，涉案金额达 15 万之多。鉴于此，请同学们千万

不要贪图小利、千万不要轻易透漏个人信息，谨防电信诈骗！

（以上案例材料由保卫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