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确保同学们的生命财产

安 全，学校 提 醒同 学们 注 意以 下

事项：

1.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

规校纪，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做好自

我保护。

2.坚持请销假制度，离校必须认

真履行请假手续，经学院审批后方

可离校。离校回家，结伴而行，并将

个人行踪及时告知父母和学校，不

得在中途逗留，探亲访友时应告知

父母。离校期间及时向家长、学院提

供详细准确的去向、地址、联系电话

（包括变动后的地址及电话）。回校

后，需到辅导员老师处销假。

3.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证件、现金

和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物品。如遇物

品遗失、被盗，尽快向辅导员老师、

学校保卫处报告，向公安机关报案。

4.遵守交通规则，时刻注意交通

安全。听从交警指挥，不抢道、不争

行；不在交通道路（如 公路 、铁 路

等）上玩耍、游戏或逗闹；外出乘

坐有营运资质的交通工具；不要

租赁、驾驶自行车、摩托车及其它

机动车外出、游玩；也不要搭乘他

人驾驶的自行车、摩托车及其它

机动车。

5.认真学习防火、防触电、防地

震知识，遇到地震、雷击、台风、洪

水等 不 可抗 的 自然 因素 ，要 妥 善

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尽快脱离危险

地段。

6.严防溺水，要做到“六不”。不

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

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

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

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

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

下水施救。

7.不擅自外出郊游、野餐；不在

林区等易燃区域使用明火。

8.在校内，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

度。在宿舍内遵守学校《宿舍管理规

定》，安全、规范用电，不使用大功率

电器（包括热得快、电炉、电饭 煲

等），注意防火防盗，不在寝室抽烟、

更不能卧床吸烟，不私拉乱接电线

电源。按时归寝、不校外住宿，不在

宿舍留宿非本宿舍人员、不带异性

进出宿舍。

9.在宿舍楼道内保持安静，不随

意乱扔杂物，不随地吐痰，在宿舍内

不打闹、嬉戏。不得攀爬窗户、栏

杆、围墙，不得从楼道栏杆和窗台处

俯身向下张望，谨防不慎坠楼。学校

不允许学生进入的区域和场所，要

自觉遵守，不得私自进出，以免发生

意外。

10.不要相信在路边或到宿舍向

你推销某种物品及网上兼职，以免

上当受骗，如发现有到宿舍推销假

冒伪劣化妆品、洗发水及网络兼职

行骗的，应及时报告老师。

11.不酗酒闹事、不打架斗殴、不

骂人、不赌博，不吸食贩运毒品、不

参加邪教组织、不参与传销等非法

活动，不信谣传谣、不在网上乱发乱

转不健康或不良帖子。

12. 不得携带管制刀具等凶器、

不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

物品。

13.如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者，

要告知辅导员或班主任，便于做好

救护和安全保护工作。

14.理性消费，不要在网络平台

或民间放贷公司贷款，严禁参与各

种形式的赌博，以免卷入高额债务

纠纷危及自身安全。

15. 正确面对人生遇到的寒流、

困境。如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困难、

朋友的嘲讽、感情的挫折等，这只是

暂时挑战，生活依然春光明媚，这只

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前奏，未

来依然一帆风顺。如你感到压抑、困

惑，应向辅导员或家长倾诉，也可以

向学校心理咨询老师咨询（心理咨

询 电 话 ：13368279565 〈24 小 时〉、

15178882669〈24 小时〉）。

（学生科供稿）

2017 年安全温馨告知书
为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做好安全工作的会议精

神，2016 年 11 月 27 日下午，由陈浩副校长带队，建

筑学院院长滕斌、副院长黄俊、杨圣飞、院长助理冯

明明、张义坤、学生科副科长马堃等领导按照“绝不

放过一个漏洞、不丢掉一个盲点、不留下一个隐患”

的要求，共同对学生住宿楼栋、教学及办公场所、实

训中心进行了全面安全大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建筑外墙、用电用气、消防设备、安全通道、实训施

工等。

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如下：

1.四栋楼顶通道堆放杂物，已通知后勤处进行

清理。

2.两个灭火器压力异常，已通知保卫处进行

更换。

3.个别宿舍存在偷接空调用电现象，学生科已

购买“防拆标签”进行封贴。

4.个别宿舍插线板使用不规范，已责令学生现

场整改。

5.五栋安全通道钥匙摆放不明显，已要求生活

老师整改。

6.学生实训实作课程个别学生不按流程操作，

已责令整改。

7.实训中心安全标语不齐全，已上报计划，正

在制作当中。

检查完毕之后，检查组现场召开协调会，陈浩

副校长对学院安稳工作提出了五点要求：1.加强学

生在校期间活动的管理；2.加强学生宿舍安全事故

的防范；3.加强全体师生消防安全教育；4.加强法制

教育；5.加强实作实训过程管理。滕斌院长要求注

重各类宣传平台，特别是院报、宣传板的应用，将学

生存在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后提出对策，并将此制作

成专题宣传材料进行展示。强化安全教育，增强防

范意识。确保学校安全稳定，有效控制各类案件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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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中山某大学就读的小轲（化名），

终于放下数月来背负的沉重心理包袱，而

他的父亲杨先生却同时背起了 10 多万元的

债务。

今年 4 月，在同学的推介下小轲第一次

接触到网络平台“借贷宝”。此后短短 5 个月

内，小轲先后从十多个网络借贷平台借款 6

万余元，又说服朋友通过网贷帮其筹集 10 余

万元，并将这些钱全部投入“借贷宝”用以放

贷，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借款甚至跨省流入

云南一在校大学生手中。然而，大部分借出的

贷款小轲都未能按时收回。

截至 10 月初，包括借出去的本金以及自

己借贷逾期产生的利息，小轲已经亏空 20 余

万元。无奈之下，小轲的父亲杨先生只能代其

偿还

1、初尝甜头

今年读大三的小轲，在校学的是金融专

业。半年前，在身边同学的推介下，他第一次

接触到“借贷宝”。通过手机操作即可在这个

平台上快速借钱，同时也可以向外放贷赚取

收益，这引起了小轲的兴趣。在借贷宝标榜的

“首创赚利差功能”中，强调用户“白手起家”

无需投入任何成本，只要在修改原始借款利

率后，将好友的借款信息转发至自己的朋友

圈，即可赚取利差。

小轲心动了，并找了父亲杨先生商量。杨

先生告诉记者，家里平时给儿子的生活费都

比较充裕，儿子最初只是希望通过互联网金

融平台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于实践。尽管自

己并未认可网络借贷平台的安全性，但是他

最终没有反对儿子，简单提醒后，他给了儿子

8000 元作为“启动资金”。

小轲回忆，最初他确实在放贷后赚取了

一定利息。尝到“甜头”后，他逐渐扩大“盘

子”。随着借款人数的增多以及还款时间的拉

长，所需的资金越来越大。小轲将目光转向了

同学和其他网贷平台筹集本金。

5 月份，在广州读大学的阿乐（化名）接

到了小轲的电话。阿乐告诉记者，小轲在电话

中将这条赚钱的“路子”介绍给了自己，并希

望自己也一起参与。最初，自己心里也有过一

丝疑虑。但是，出于对好友的信任以及收益的

吸引力，阿乐最终同意了好友的提议。阿乐先

后通过“分期乐”“名校贷”“趣分期”“潮贷”等

6 个手机 APP 或微信服务号办理了分期贷

款，贷款分期为 12—36 期不等，贷款额共计

3.6 万元。

拿到阿乐借到的 3.6 万元后，小轲继续

将其投资到借贷宝平台，并承诺定期将每月

分期应还的钱交给阿乐。作为回报，小轲每月

额外支付 200 元给阿乐。

2、逾期未还款

自己被迫网上借贷“填坑”小轲没有想

到，网络放贷的背后其实暗藏陷阱。部分通过

平台向小轲借款的人，在借钱的第二个月便

出现了逾期未还的情况。随着上述情况的增

多，逐渐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放出去的

贷款没能按时收回，借来放贷的钱也因此无

法按时还上。

此前借贷宝曾声称，若向小轲借款的学

生逾期未还款，会启用全方位立体催收体系。

不过在小轲放贷逾期后，上述催收体系也并

未奏效。

“随着借款时间越来越长、金额越来越

大，那些看起来很讲信用、应该可以及时还款

的借款人，最终失去了联系。”杨先生介绍，贷

出去的款项有去无回，小轲因此只能“拆了东

墙补西墙”，然而“窟窿却越补越大”。

放出去的贷款无法按时收回，为了偿还

从同学那里借来的钱，5 月份开始小轲自己

通过网贷平台借款“填坑”。短短 5 个月时间，

小轲先后从“花儿朵朵分期购”“名校贷”等十

多个网贷平台办理了分期借贷，共计借贷 6

万多元。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偿还同学的欠

款，另一部分则继续投入借贷宝。小轲仍期待

能通过资金的继续投入，赚取利息收益，挽回

此前的损失。

在花儿朵朵分期购的官方网站上，记者

看到，“花儿现金”一栏中标注着不同学历

大学生对应的借款金额，“专科：5000 元—

8000 元；二本和三本：8000 元—1 万元；一

本：1 万元—1.5 万元；研究生：6 万元。”什么

人能分期？根据介绍，只要是全日制在校大

学、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均可在花儿朵朵分

期购中分期购物，而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则

不在服务对象之列。记者拨打网站上提供

的客服电话咨询，客服人员提示，在校大学

生只需要提供一张身份证、一张学生证即

可办理贷款。

“很多网络借贷平台打出低息甚至免息

的口号，实际上利息不仅高得离谱，逾期不还

款还要按天支付很高的管理费。”杨先生表

示，放贷的几个月里，小轲先后通过平台向

20 余人借出了 16 万多元，部分款项甚至借

到省外，其中金额最大的一笔 8 万余元的借

款，跨省流入云南一在校大学生手中。而这些

钱最终大部分成了未能收回的“坏账”，小轲

也因此背负了更多逾期利息。

3、资金链断裂

父母借债 10 余万帮还款，仅仅放贷 4 个

月，小轲的资金链便断裂，难以为继。小轲的

思想负担也越来越重。杨先生告诉记者，儿

子以前很阳光开朗，但是 6 月份开始他显得

忧心忡忡，在家里也一直盯着手机，无精打

采。随后，他在学校的期末考试中史无前例

地“挂科”。

发现异常后，10 月 6 日杨先生夫妇找儿

子谈了一次心，小轲最终道出了原委。而此

时，小轲在网络借贷、放贷的连环陷阱中，合

并借贷逾期产生的相关利息以及借出未能收

回的款项，已经亏空了近 20 万元。

实际上，涉足放贷后的第一个月，小轲就未能

按时收回资金。他向家人撒了谎，表示自己将

退出平台，但是私下里却仍在继续借钱投入

平台，希望能挽回损失。杨先生感到很懊悔，

自己对儿子的关注不够密切，未能及时制止

儿子身陷泥潭。

为了彻底补上这个越来越大的“空洞”，

帮助儿子卸下思想包袱，无奈之下，杨先生向

亲友借了十多万元，将儿子所有的欠款全部

还清。最终他也说服了儿子退出各个借贷群，

改换新手机号码，重新回归生活正轨。

采访中阿乐透露，网上借贷消费的情况，

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十分常见，他的一名室友

就是网贷的使用者。利用网贷资金超前消费，

每个月除了偿还本金，还要为利息买单。他表

示，自己最初接触这些网贷平台时，并未想到

当中潜藏的风险。现在回过头来才明白，这些

平台借贷产生的高利息，是普通大学生远远

难以承受的。许多平台在栏目设计上，甚至

故意隐藏提前一次性还款的窗口。“因为分

期贷款产生的利息让平台稳赚不赔，甚至他

们希望你逾期不还产生额外的管理费。”阿

乐表示。

“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他们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签订借贷合同。目

前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借贷又放贷的行为，

尚不构成违法犯罪，甚至有个别大学生利用

这种模式创业及投资盈利。不过个体网络借

贷平台上发生的直接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

范畴，如果利率超出法律规定，则不受法律保

护。”广东凯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薛加冰表示，

大学生心智发展仍不够成熟，风险意识较低，

容易受到社会不法分子的蒙骗，“网络借贷的

跨地区性质，决定了其监管的实际难度较大。

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协

同开展有效监管”。

理 性 消 费 拒 绝 网 贷
广东一大学生深陷网贷陷阱 不足半年 20 余万元打水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