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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小雨转中雨 25℃～30℃ 南风4～5级 明日天气：小雨 25℃～29℃ 南风4～5级转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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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测简历“整容”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简历优化”
为关键词，搜索到2万多条相关服务信
息，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多家
店铺月销量超过一万单。一位提供该
服务的卖家表示，近几年“简历优化”
市场持续扩大，自己的小店现在平均
每天都有几十个订单。
　　简历如何“整容”？企业HR是否

“买单”？记者咨询多家店铺后发现，
“简历优化”服务的定价与求职者的工
作年限密切相关，店铺大多根据工作
经历的繁简程度、交稿时间等收取不
同费用，但“优化”效果却参差不齐。
　　记者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在淘
宝选取了一家“优化简历”的店铺，客
服人员初步了解情况后表示，“优化”
一份中文简历65元，4小时交稿，随后
为记者分配了简历执笔老师，并称其

“具有十多年人力资源从业经验”。
　　记者提交基本信息3小时后，一份

“漂亮简历”新鲜出炉。但仔细阅读发
现，一些记者从未提供过的工作内容
和证书被写在了简历上，如“计算机二
级证书”“驾驶证”等。记者向执笔老
师表示自己并未考取相关证书，部分
工作内容也没有参与过，但执笔老师
回复：“不会有人深究”。
　　记者在另一家标价较高的店铺中
选择了一款“简历优化”服务，表示自

己并没有取得招聘要求的资格证书，
但想请“优化师”在“优化”过程中添加
该内容。随后店铺客服请记者添加其
微信，表示可以帮忙代办所需证书，并
称“基本可以以假乱真”。
　　一位从业多年的企业HR告诉记
者，近年来收到的“模板式”简历增多，
部分简历“优化”痕迹明显，尤其是实
习经历、校园经历和资格证书是“优
化”的主要对象。

简历“整容”背后“雷点”重重

　　商家让简历“华丽变身”的同时，
也为求职者埋下了重重“雷点”。
　　雷点一：“优化师”身份造假，当心
被蒙骗。记者发现“简历优化”项目大
多宣称“师资力量雄厚”“核心老师为10
年以上大厂专业HR或猎头”，甚至不同
店铺还会使用一模一样的广告页。
　　记者咨询某电商平台的店铺时，
客服人员表示“优化师”为一家知名互
联网公司的资深HR，但记者向该互联
网公司核实后，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没有提供简历润色的收费服务，也严
禁员工参与此类服务。”一位提供“简
历优化”服务的商家坦言，这一行鱼龙
混杂，有的“大厂资深HR”很可能只是

“在校大学生”。
　　雷点二：“无中生有”内容造假，当
心被HR“拉黑”。记者在某投诉平台
看到，一网友购买了价值498元的“简

历优化”服务，但成稿中却存在大段网
络摘抄内容，夸张地编造了许多她本
人并未经历的工作内容。某电商平台
的售后评论区，一位买家发布的聊天
截图显示，买家质疑自己并未做过老
师，为什么简历里会有相关经历？优
化师回复：“您没有写实习经验，我就
给您加上去的。”
　　某大型科技公司一名资深HR告诉
记者，“无中生有”是“优化师”的惯用伎
俩，这给公司的招聘工作增加了极大的
背景调查成本，还会造成不公平竞争。
　　雷点三：前脚“简历优化”后脚“骚
扰电话”，当心隐私被泄露。记者发
现，虽然大部分商家承诺保障顾客的
信息安全，但依旧存在“简历优化”后
隐私泄露的情况。在天津某大学就读
的小李告诉记者，自己此前为进入某
互联网公司实习，购买了“简历优化”
服务，但收到简历没多久，就连续接到
骚扰电话。
　　雷点四：评价标准不统一，当心陷
维权困境。黑猫投诉平台显示，今年4
月，一位匿名用户投诉某平台的“简历
优化”服务，称简历经过多次修改并无
实际变化，优化师与其从事行业不匹
配，要求退款。但商家则表示，买家已
享受简历优化、内容修改、更换导师等
权益，无法进行退款。
　　记者调研发现，“简历优化”产生的
投诉案例中，成功维权的消费者寥寥无
几。业内人士坦言，该行业服务标准并

无统一规定，消费者最多给个差评。

“优化简历不如优化自己”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看来，求职者简历不应依赖他人进行

“优化”，且应以真实为底线。“对于高
校毕业生来说，撰写简历是能力范围
内的事情，也反映了高校就业指导工
作的水平。如果在简历上造假，将给
未来的求职和职业发展留下失信污
点。”熊丙奇说。
　　上海锦天城(天津)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王忠琦律师强调，简历造假可能
涉嫌违法。简历造假过程中，如果涉
及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伪造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等行为，
甚至可能会涉嫌犯罪。
　　“大学生就业指导应作为高校必
修课，但实际上，一些学校的就业指导
工作并不到位，导致有的学生在大学
期间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规划，求职
期间也没有明确的求职目标，缺乏相
关的求职技巧和能力，因此有的求职
者会选择‘简历优化师’。”熊丙奇说。
　　此外，专家认为，应对证件、履历
的制假、造假行为加强监管，严厉打击
简历“整容”背后产业链，营造公平的
求职环境。同时，求职者也应树立正
确就业观，比简历更重要的是提高自
身竞争力，“优化简历”不如优化自己。

（新华社天津7月10日电）

如今，撰写简历、优化简历等服务成了某些人赚钱的生意，简历“整容”背后“雷点”重重

当心“敲门砖”变“绊脚石”
　　对求职者来说，简历理应力求实事求是，但如今，让简历“看上去更美”却成了某些人赚钱的生意。此前“重庆女孩帮改简
历助3万人求职成功”的话题冲上热搜，让“简历优化师”成为热词。
　　毕业季来临，记者亲测简历“整容”过程，经过调研发现，撰写简历、优化简历等服务存在于多家电商平台、招聘网站，甚至
微信群中，其背后服务质量低下、人员资质不明、诱导简历造假、隐私泄露频发等问题也逐步暴露。

伏期警惕高温还要防范强降雨
昨日“入伏”，今年“三伏”持续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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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三伏”大幕正式开启。
入伏后，我们将迎来一年中气温最高
且最潮湿闷热的日子。专家提醒，“入
伏”后，全国多地将会进入持续高温模
式，公众要注意防暑降温。

三伏天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
澍伟介绍，我国古代以“干支”法记录
年、月、日，即用“十天干”配“十二地
支”，所以，每隔10天就会出现一个“庚
日”。
　　依传统历法规定，夏至后第三个

“庚日”起进入头伏，第四个“庚日”起
进入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起进
入末伏，合称“三伏”。初伏和末伏都
是 1 0 天 ，中 伏 有 时 是 1 0 天 ，有 时 是
20天。
　　什么情况下中伏是10天或是20
天？罗澍伟解释说，这与夏至后第一
个“庚日”出现的早晚有关。测算发
现，如果第一个“庚日”出现在夏至的5
天之后，那么从夏至到立秋的45天中，
只能有4个“庚日”，立秋后的第一个

“庚日”，距进入中伏的第4个“庚日”，

只有10天时间；如果第一个“庚日”出
现在夏至后的5天之内，那么从夏至到
立秋的45天中便会出现5个“庚日”，立
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距进入中伏的
第4个“庚日”，要有20天的时间，民间
俗称“俩中伏”。
　　具体到今年的“三伏”来说，7月11
日至20日为头伏，7月21日至8月9日为
中伏，8月10日至19日为末伏，前后长
达40天。

今年和往年相比有何特点？

　　国家气候中心针对今年盛夏全国
气候趋势预测的会商显示，盛夏全国
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高，新疆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
等地高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将出
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
高压共同作用影响，今年伏期我国受
高温影响的区域更为显著。”国家气候
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说，“近期，伴
随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第二次北
跳，梅雨结束，受副高控制的黄淮、江
淮、江南等区域将出现高温天气。”

　　与伏天同时“上场”的还有强降
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1日至13日，
黄淮北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南部等
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北
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南部
沿山一带和东北部、山西东部等地部
分地区有大暴雨，沿太行山东麓局地
有特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
示，华北雨季的平均时段为7月18日至
8月18日，本次强降水过程相对于华北
雨季的平均开始时间稍微偏早一些。
预计本次降水过程后，华北雨季将正
式开启。
　　“预计今年东亚夏季风偏强，主要
多雨区在我国北方，其中华北和东北地
区出现强降水的可能性较大。”陈丽娟
说，进入主汛期以来，东北、华北大部、
江淮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西
北大部、江南中南部和华南大部降水较
常年偏少，局部地区出现气象干旱。
　　“随着盛夏台风活动加强，华东沿
海、华南南部等地降水将有所增多。”
陈丽娟表示，预计盛夏时段，我国将呈
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布局，以北方雨带
为主。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与常年同
期相比，今年盛夏内蒙古中西部和东
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北部、黑
龙江等地降水偏多2至5成；新疆东北
部和江南南部降水明显偏少的可能性
较大。

伏期需要注意什么？

　　“入伏”后空气湿度增大，再加上
持续高温，极易发生“中暑”现象。“‘隐
伏避盛暑’，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措
施，老、弱、病、幼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
减少外出活动时间。若外出，一定要
采取防暑措施，如打遮阳伞、戴遮阳
帽、戴太阳镜等，并随身携带一些防暑
药物。”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
家的建议说。
　　另外，专家提示，伏天既要防高温
中暑，更要科学防“寒”。切忌贪凉洗
冷水澡、长时间吹空调等；饮食方面也
要注意少寒凉，以免造成胃部痉挛。
同时，汛期降水增多，公众应密切关注
当地临近天气预报，降低强对流天气
等对人身安全、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