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正值暑期求职季，一些求职中介平
台号称“名企内推”的信息在大学生朋友圈广泛传
播。真有这样的“福利”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
现，所谓“名企内推”“保录取”的收费为几百元到几千
元不等，有的高达数万元，但一些学生在交钱之后却
没接到一个名企的录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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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类似的求职平台有一套营销手法忽悠
求职者。

●恐慌式宣传
通过截取各种极端数据片段，夸大求职难。“圈里

求职”的宣传广告称：宝洁去年申请人数“十万＋”，录
取比例低于5000：1，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平均录取率低
于6％，互联网、券商、咨询、银行等录取比例低于2％。

●诱导大范围传播
通过各种方法利用学生在朋友圈、微信群发布宣

传信息，大范围传播他们的求职信息，圈更多学生入
局。如“圈里求职”，进群的时候要发；进入后要获得内
推名额，也要发。

●挂羊头卖狗肉
以“保录取”的名目收费，却以培训的内容签合

同。“圈里求职”的“保录取”合同内容是提供求职辅导，
指导乙方进行求职申请。如果合同期间获得录取通
知，不论是公司协助申请所得还是客户自行申请所得，
都算合同完成。

●陷阱式收费
这些“保录取”的合同里，通过文字游戏设置各种

陷阱，学生哪怕没找到工作，钱也退不回来。“圈里
求职 VIP 保 offer 合同模板”规定，倘若合同未完
成，只退还 14000 元的“VIP保 offer 计划”费用，其
余的 19900 元是求职咨询辅导服务费，不予退还。

“TG校招狗”在记者缴纳了 99元申请费后给记者
的《内推会员项目协议书》规定，乙方（记者）收
到企业发放录取实习的电话、短信、微信
邮件即视为内推成功，无论有没
有正式入职，均需交纳
2999元服务费。

399元“名企内推” 33900元“保录取”

朋友圈“求职福利”
可能是陷阱！

暑期，一些大学生的微信群、朋友圈里出现了“我
已加入阿里巴巴19秋招内推群”等信息，并配有可扫
描入群的二维码。

记者发现，这是一家名为“圈里求职”的机构的宣
传。7月11日，记者在微信搜索“圈里求职”公众号，打
开后点校招内推栏目，看到有阿里、华为、腾讯三家的
内推，可扫描二维码进群。

记者加入了“阿里巴巴19秋招内推33群”，发现每
当有人加入微信群，就会有“求职小助手”＠新人，称这
只是中转群，要获得内推名额需进正式群。进入方法
是分享“我已加入阿里巴巴19秋招内推群”的文字和
相应二维码到朋友圈或200人以上大群，保存半小时
以上，然后截屏给“求职小助手”。有人在群里质疑内
推的真实性，立即被踢出了群。

记者进入“圈里｜阿里内推正式群”后被告知，“内
推名额有限，拼团才能得到更多机会”。所谓拼团，就
是要购买“校招offer冲刺－暑假特训营”课程，购买后
享有“阿里巴巴、京东、宝洁等500强名企内推名额，简
历免筛选直接进入面试”，培训可帮助学生“15天拿录
取通知”。价格为399元，共45节课，形式是线上课程，
也就是PPT配上老师语音讲解视频。

记者采访的参加过训练营的人都表示从来没接到
录取通知。

“圈里助手”还告知记者，其公司还有线下课程，价
格在万元以上。记者拿到的“圈里求职VIP保offer合
同模板”，费用高达33900元。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求职平台还有
“TG校招狗”“门徒求职”等。

在“圈里求职”提供给记者的“名企梯度表”中，列出了互联
网、银行等20个目录过千家企业。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内
推”都是有官方合作的。

然而，阿里巴巴集团、腾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均否认与“圈
里求职”“TG校招狗”等求职中介有任何合作关系。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一名从事招聘工作多年的员工告诉记
者，所谓“内推”，是公司社招时将招聘信息发布在公司各平台，
以一定方式鼓励员工推荐人才来公司，确定聘用后还会确认推
荐人和被推荐人的关系。“就规范的大企业而言，但凡有第三方
号称‘保录取’，基本都是假的。”

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文智告诉记者，这些机构宣
传的“内推”属于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涉嫌虚假宣传，“保录取
项目”则涉嫌合同欺诈。“不是招聘单位的决策人，谁能保证给录
取通知？这些机构先设置收费陷阱，
再通过各种暗示或明示，误导学生以

为给了保证金就能录
取，已是欺诈。”

有求职
平台号称“保
录取”，实际是销
售培训课程

多家名企否认有合作，涉嫌
虚假宣传和合同诈骗

平台忽悠套路深
●揭秘

本周首个交易日，A股全线企稳反弹，上证综
指冲击2700点惜败。两市成交维持“地量”水平，
显示市场观望氛围依然浓厚。

沪指早盘高开，之后虽有金融股奋力护盘，但
无奈市场整体走势疲软，逐渐震荡下行。随后钢
铁、通信等板块大幅拉升，带动沪指回暖。深成指
和创业板指表现较弱，创业板指一度大跌近2%，
午后逐渐拉升。

截至收盘，沪指报2698.47点，涨幅1.11%，深
成指报8414.15点，涨幅0.68%；创指报1435.69
点，涨幅0.10%。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电信服务领
涨，且整体涨幅超过4%。通信设备、软件服务、IT
服务板块涨幅靠前。告跌板块中，牧渔、饲料、仓
储物流、机场服务板块跌幅靠前。

沪深两市近2200只交易品种收涨，明显多于
下跌数量。 综合

据新华社电 又逢暑期租房旺
季。在一些热点城市，每年七八月
份，租房需求大量释放都会将房租
推至季节性“波峰”。然而，今年这
一波房租涨势比往年更“凶猛”。
记者近日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
等城市调查了解到，伴随一些大型
住房租赁企业加速布局扩张，部分
地区出现机构为争夺房源哄抬租
金、高价收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
度上推高了区域租金。

业内人士建议，加快住房租赁
行业立法，对企业恶性竞争等行为
加强监管。同时加大平价租赁房
源的供给，切实保障“租有所居”。

根据链家旗下贝壳研究院数
据，今年7月，一线城市中，深圳、北
京、上海三地住房租金环比均上
涨，涨幅分别为3.1%、2.4%、2.1%；
二线城市中，南京、济南等地住房
租金环比涨幅较为明显，分别为
3.7%和2.4%。而据一些市场机构
统计，今年7月部分热点城市热门

区域房租同比涨幅已接近20%。
记者在北京市石景山区走访

发现，住房租赁企业为争夺房源，
已经打起了“价格战”，不少房源被
他们收入“囊中”。

“小区有一套两居室，通过中介
挂牌，业主报价每月租金7000元，
一家租赁企业最终以每月7800元
的价格收房。”一中介告诉记者，“现
在小区业主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哪
家租赁企业出价高就给哪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
卫民等专家表示，除了一些传统的
上涨动因外，今年以来，热点城市住
房租金上涨有一些特殊原因：一方
面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住房租赁行
业，租赁企业急于扩大规模，通过抬
高租金抢房；另一方面，这些租赁企
业从房东手中收购或承租房源后，
成为超级“二房东”，把一些中低端
的房子装修改造成中高端房子后对
外出租，这类型房源的占比快速增
加，带动了租金上涨。

证监会开闭门会
向券商分析师征询对市场看法

昨日，证监会召集部分券商宏观分析师和策
略分析师举行闭门会议，了解市场看法。据悉，监
管部门现场并未做任何表态。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17日下午四点，中国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召集证监会多个部门开会，分
析当前股市局面，商讨应对之策。记者从权威人
士处确认，该消息为不实消息。 中证

长久昏迷，突然苏醒，忘记了很多从前的记
忆。哈医大一女性患者，21岁，身高1.67米，体重
只有50斤。

入院前，她曾“自杀式”减肥，每天只摄入正常
人需要能量的1/3，医生说她活下来就是个奇迹。
她的脑组织如同60岁的人一般没有弹性，脑出血
让她陷入长久昏迷。有人说她就这样成了植物
人，然而她却奇迹般醒来，并吵着要吃东西，忘掉
了所有关于减肥的记忆。

三年前，小倩18岁，体重110斤，她觉得自己
太胖了。她找人从国外代购了很多代餐粉、酵素、
营养粉、左旋肉碱等有减肥作用的保健品，开始节
食减肥。她从每日的一日三餐变成一日一餐，随
着体重明显下降，她也越来越不想吃饭了。拿着
巧克力，闻一闻就放下了。恨不得按米粒来计算
摄入的卡路里，进食后通过不断跳绳来把能量消
耗掉，甚至把食物吐掉才会心情喜悦。

就这样过了3年，小倩减了整整60斤，体重只
剩50斤。她瘦得如一把柴火，虚弱得走不动路，手
臂上布满了红疹，后背都是淤青，脚腕肿胀后皮肤
变脆，裂出了像嘴巴一样的大口子，谁见了都不忍
直视。

今年的5月17日小倩入院，医院对她的初步
检查结果是：神经性厌食症、重度营养不良、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5月27日，住院10天的小倩因为太虚弱，不慎
跌倒被送到神经外科抢救。小倩是脑出血，术后
小倩长期昏迷，10多天没有明显苏醒征兆。

“我好饿，给我拿点吃的。”6月底，沉睡了近40
天的小倩突然醒来，却像变了个人，她忽然爱上了
吃东西。更让人意外的是，小倩竟然失忆了，关于
前三年节食减肥的所有记忆全部清除了。

8月15日，小倩的体重已经长了20斤。 新快

业主报价7000元
中介加800元收房

热点城市租金上涨，它们在推高

“自杀式”减肥
21岁女孩1.67米仅有50斤

A股企稳反弹，沪指冲击
2700点惜败

金融股发力护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