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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以新职业为噱头的营
销屡见不鲜，广大劳动者在求职过程
中，对以新职业名义招摇撞骗的行为
要提高警惕。

新型骗局“试衣员”
多个套路，环环相扣

近日，一种新型诈骗浮出水面。
“成为试衣员免费收各种快递”“免费
收香水等各种化妆品小样”“时间自由
月入上万”……在一些社交平台和短
视频平台上，一股“试衣员”兼职风刮
起来，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兼职“试衣员”靠拍照赚钱，单子
主要有三种：佣金单、送拍单、寄拍
单。这三种模式都需要兼职人员垫付
资金，即便是寄拍单，往回邮寄商品时
也得垫付邮费。在正式成为“试衣员”
之前，还要交入会费。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5名女子兼职
做“试衣员”，被骗58万元。多位自称
受骗的人员称，“在‘试衣员’兼职过程

中还会不断让下载各种App，上传身
份证正反面照片，个人信息被收集，甚
至稀里糊涂开通了网贷。”还有的是话
术骗局，“说好做够200元的佣金就结
算，但最后变成做够200单起算，刷了
几单后，进退两难。”

近期，随着“试衣员”骗局的曝光，
目前在多个平台搜索“试衣员”，就会
出现平台已上线的温馨提示：网络求
职需谨慎，请勿轻信陌生人传递的兼
职、副业信息，切勿掉入诈骗陷阱。

零基础速成班走红
警惕虚假宣传

“小白视频剪辑特训营”“0元学配
音月入过万”“3 天走上插画变现之
路”……据报道，近期，配音、插画等“零
基础速成班”迅速蹿红。一些培训机构
宣称“小白”也能学、学会即能接单赚
钱，但实际上所谓“速成”套路满满。在
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将目光
瞄准职场新人、全职妈妈等群体，利用

其渴望一技傍身的心态，打出“低门槛”
“高回报”的诱人广告招揽学员。

然而，在将高额学费收入囊中后，
部分机构“现出原形”。在某投诉平台
上，有学员表示课程“不靠谱”“退款
难”，此前承诺的介绍兼职也未能兑
现，还有人为付学费背上网贷。

有律师表示，对于虚假宣传、诱骗
贷款的违法机构，相关部门应加强监
督、执法力度，做到早发现、早警示、早
查处。此外，网络平台守土有责，应加
强对广告主资质及广告内容的审核，
以技术监测为平台治理赋能。针对用
户举报及监测发现的“零基础速成班”
广告，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警示、屏蔽
等处理方式，避免更多用户遭受损失。

花钱就能考“武器工程师”？
业内人士：就是张废纸

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近日声
明，江苏某职业技能鉴定有限责任公
司以“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

心”名义颁发“注册职业资格证书”，不
属于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该机
构也不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
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简称国防科
工局）官网也在今年4月26日发布了一
则《关于“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
中心”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有关事项的
声明》。声明表示：国防科工局未设置

“武器工程师”“导弹维修工程师”“装甲
车辆工程师”“航空航天工程师”等相关
职业资格或组织相关资格认证考试，也
未授权或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相
关工作。而声明中提到的“武器工程
师”“导弹维修工程师”“装甲车辆工程
师”“航空航天工程师”等相关职业资格
或组织相关资格认证考试，在上述公司
名下的“JYPC全国职业资格考试认证中
心”官网上赫然在列。

一位在南方某知名军工研发单位
任职的工程师表示，所谓“武器工程
师”资格证书就是“一张废纸”，没有任
何单位、机构会凭此招聘用人。

问：什么是公共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

答：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是
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就
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问：去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哪些服务免费？

答：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
供下列服务，不得收费：

1.人力资源供求、市场工资指导
价位、职业培训等信息发布；

2.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创业
开业指导；

3. 就业创业和人才政策法规
咨询；

4. 对就业困难人员实施就业
援助；

5.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
事务；

6.办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
校、技工学校毕业生接收手续；

7.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8.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

他服务。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政务微信公众号）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网
信办近日印发《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

“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进行网络
治理。

我国对职业资格实行清单式管
理，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共
包含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59项（准入类33项，水平评价类
26项），技能人员13项。目录内这72
项职业资格均明确了实施部门或单
位，除此之外，任何机构或者单位不得
再自行设置实施职业资格。

通过网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有关
部门严肃查处了两个打着“职业资格”
的幌子发放“山寨证书”谋取不法利益
的典型“山寨网站”。在两个假冒网站
中，其中一个冒用“中国人事考试网”
网站名称和单位标志，其网址及页面
内容与人事考试中心官方网站网址高
度相似，存在故意混淆概念、误导社会
的行为。该假冒网站借助人事考试中
心名义发布虚假信息、收集考生个人

信息、涉嫌非法销售伪造认定职业资
格证书，涉嫌欺骗欺诈考生等违法违
规行为。另一个假冒网站为“国家专
业技术人才网”，该网站违规使用国
徽，在网页左上角标注“工信部已备
案”“官方认证”等欺骗性字样。该网
站“中心概况”栏目抄袭人事考试中心
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有关信息，“证书
查询”栏目涉嫌非法伪造认定资格证
书、收集考生个人信息。目前，这两个
假冒网站均已被关停。

人社部人事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考试中心将联合有关部门持续
加大对“山寨证书”的打击力度，对发
现的假冒网站等线索，坚持一查到底、
深挖彻查。同时，研究建立常态化打
假工作机制，切实遏制假证危害，切实
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也提醒广大从
业人员，自觉抵制各种“山寨证书”，共
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全国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证书可通过中
国人事考试网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
官方网站查询。 （本报综合）

求职季警惕这些新型骗局
■ 周 倩

持续加大“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力度

两个假冒网站被关停 球鞋修复师：

赋予鞋子新生命
■ 马迅 遂昌台

新职业揭秘

政策问答

一双满是污渍或有破损的球鞋，经过球
鞋护理师的精心护理焕然一新。如今，球鞋
护理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特别是球鞋爱好者
的关注，定期将爱鞋送去护理成为了许多爱
鞋人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新兴职业的球鞋护
理师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修鞋无外乎缝缝
补补、前后贴底，而球鞋修复师，他们拥有各
种改造球鞋的工具和机器，能够提供四五十
项修补方式，包括粘胶、换气垫、织补鞋面、
鞋底去氧化等。他们会根据客户球鞋的受
损情况，通过针对性的“治疗”，把球鞋“治
愈”后送回给客人，宛若一位“球鞋医生”。

李宇铖是一名狂热的球鞋爱好者，在自
己球鞋破损后想找人修复时，发现市场存在
巨大空白，于是“爱折腾”的他立马前往外地
拜师学艺，在方便修复自己心爱球鞋的同
时，也逐渐成了一名专业的球鞋修复师。

在短短三年时间，李宇铖的团队
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人，其中大部分都
是热爱球鞋的年轻人。其实他们身
边依旧有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
会选择这个职业。球鞋修复师可

能看上去更像一个修鞋匠，但他工作的
一切，都是起源于最初对球鞋的热爱，想
要让这个球鞋的生命能再延长一些。

当把对球鞋的热爱，变成完善专业
的动力，李宇铖也不单单是一位“球鞋医
生”了。将老旧破损的球鞋重新修复，
赋予它们新的生命。专业化、标准化，
这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也成为了李宇
铖的新目标。

每一个新兴小众职业的出
现，都是社会发展所滋养的人文
情怀的体现。如今，球鞋修复
师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

知，这个新兴职业也将
不再小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