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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防骗应多管齐下
非常道

生态环境部：
为了环境不要跟风买换代快的电子产品

在践行绿色消费方面，倡导少购买使用一次

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不跟风购买更新换代快

的电子产品。在呵护自然生态方面，倡导不随意

进入自然保护区，不购买、不使用珍稀野生动植

物制品，拒食珍稀野生动植物。 @新京报

每年高考招生

录取期间，考生及

家长往往成为不法

分子诈骗的对象。

相 关 部 门 特 别 提

醒，广大考生及家

长要通过正规渠道

获取信息和选择求

学路径，谨防“内部指标”、“定向招

生”和艺术类招生三类招录骗局。（6

月10日新华网）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

很多家长、考生可能都会长舒一口

气，暂时放松一下考前紧绷的心情，

可是却有一部分人开始忙活起来，那

就是骗子，因为他们行骗也要“找题

材、蹭热点”。可以说，高考每年都在

考，而针对高考做文章的骗子也一直

都在，他们的骗术花招当然也会不断

更新。

现在，有关部门及时通过媒体对

广大考生和家长发出防骗提醒，公布

高招骗子们惯用的套路骗术，可谓是

一场防骗及时雨和清醒剂。作为考生

和家长，应该认真关注并深入了解一

下警方提供的这几种常见、典型招生

骗局。关键是要从中切实增强防骗意

识，认清各种骗术的本质，并能举一

反三，自行上网扩大搜索，多了解一

些高招诈骗案例和手法，特别是那些

最新的骗术，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

其实，纵观这些高招骗局和典型

案例，绝大多数是打着掌握所谓“内

部资源”、“保留指标”和“特殊渠道”

的幌子，利用一些家长和考生希望

“低分上名校”、“专科升本科”的侥幸

心理，以帮助运作“开后门”、“走捷

径”的借口，骗取考生家庭的钱财。

试想，在如今招录指标、程序全部透

明化，整个招录流程基本网上走的情

况下，什么样的人能有如此神通，能

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偷天换

日？承诺不可能兑现的事情，这不明

显是骗子吗？

同时，除了警方严打和考生及家

长自己小心，教育招生部门也要主动

担责，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利用教育

系统与家长考生联系紧密、畅通的优

势，加大宣传提示力度，让防骗信息

第一时间直达广大考生与家长。另一

方面则要不断优化招生录取程序，以

信息化促进透明公开和社会监督，多

方打造阳光招生、公正录取，最大限

度压缩骗子们的行骗空间和机会。此

外还须注意考生信息安全，防止发生

信息泄露被不法分子利用，然后冒称

招生部门行骗。

□ 徐建辉

对“职场碰瓷”同情不得
□杨玉龙

热点冷评

时事乱炖

微声音

餐前喝酸奶“消炎”
想多吃点有正当理由了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餐前饮用酸奶有助于

消除饱和脂肪引起的炎症，可以减轻炎症和高血

压症状，促进肠道健康。慢性炎症与肥胖、代谢

综合征、心血管疾病有关，而酸奶可使进入血液

的有害炎性分子数量显著下降。 @生命时报

孩子近视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①眯眼看东西；②看东西过近；③经常揉眼

睛；④频繁眨眼；⑤经常歪头或斜眼看东西：⑥

经常皱眉；⑦经常拉扯眼角。如果有这些情况，

家长要重视了。 @央视新闻

故意不签劳动合同，

通过劳动仲裁索要两倍工

资。找借口玩失踪，辞职

后索取生活费。主动不要

社保，事后举报索要补偿

……以上情况，都是让企业

大吐苦水的“职场碰瓷”行

为。某些求职者专钻企业

的劳动管理漏洞，或隐瞒

真相或布下陷阱，人为制

造违法用工现象，为牟取

不当得利而恶意索赔，劳

动者诚信问题引发热议。

（6月9日《工人日报》）

“职场碰瓷”甚至是

“职业劳务碰瓷”的存在，

一则在于用人单位的用工

不规范、管理有漏洞所致，

比如，在劳动合同上“能省

则省”，就会授人以柄；二则在于对

“职场碰瓷”处置力度疲软，比如，法

院在发现企业或劳动者有恶意诉讼行

为时，惩处手段非常有限；三则在于

职场碰瓷者的利欲熏心，为了蝇头小

利，不择手段。

对“职场碰瓷”同情不得，否则

就是对“恶”的纵容。一是，用人单

位当履行好主体责任。比如，规范

用工管理，依法依规签订劳动合同

或劳务合同，用工管理者也须依法

依规，不给碰瓷者机会；还如，对于

一些“职业劳务碰瓷”，不仅要警觉，

一旦被碰瓷，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渠

道进行解决，切莫因为事小而“花钱

买平安”。

二是，劳动监察部门也应坚持

“两手抓”。既要对不法用工行为进

行整顿治理，更需要对不法的“职场

碰瓷”行为，坚决说不。同时，可对多

次违法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

单”，提醒个人和企业在招聘和求职

中参考。这就有助于让违规者无处

容身。

三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遵守

法纪、恪守诚信，是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的基础。从劳动者角度而言，

一 方 面 应 恪 守 诚 实 劳 动 的 职 场 准

则；另一方面当权益受到侵犯时，

也应该注意维权边界，更不能在职

场中“故意碰瓷”。同样，用人单位

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完善规章制

度 ，不 能 逼 迫 或 纵 容 劳 动 者 成 为

“职场碰瓷”者。

用法治填平“红包陷阱”
□盛会

交 400 元“入职保证金”，然后每天转发三

条朋友圈，就能领到30元的现金红包。面对这

种好事，可能很多人会动心。如果心动转化成

了行动，那诈骗陷阱就离他不远了。近日，北

京晚报接到全国多地网友的举报，称北京一家

广告公司组织的兼职活动是个骗局。这种兼

职活动没持续几天，活动组织者就圈钱跑路下

落不明。据受害者自行统计，参与活动的网友

超过万人，身份多为孕妇、孩子妈妈、中老年人

等时间充裕的群体。(6月9日《北京晚报》）

微信红包本来是个好东西，若能善加利

用，既可转账方便，又可增进友谊。然而，好经

就怕被念歪，眼下的微信红包就被不少人利

用，从而成为实施诈骗的载体。除了北京晚报

报道的情况外，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公众号或

不法分子便企图利用微信红包欺诈用户，或骗

取关注，吸收粉丝，或者直接发布虚假链接，诈

骗用户钱财。“红包陷阱”防不胜防，怎一个

“乱”字了得。

如何防范“红包陷阱”？靠手机用户睁大

眼睛、提高警惕，当然是必要的。现实当中，不

少骗局在真相大白之后，都会让旁观者觉得太

“低级”。交400元“入职保证金”，然后每天转

发三条朋友圈，就能领到30元的现金红包，如

此高额“回报”的利诱，在类似骗术时有发生的

背景下，稍微理性的人，恐怕都不至于“上

钩”。也或因此，这则被骗新闻经媒体报道、网

络转载后，有人立即就指出“如此低级的骗局

竟也有人相信”。可见，增强防骗意识，理性对

待诱惑，确实势在必行。

此外，无论是就一般的生活消费陷阱，还

是专业化的微信“红包陷阱”而言，我们都仍处

于一个潜在着高受骗风险的环境。 因此，还

需要用法治来填平“红包陷阱”，这也是防骗的

关键所在。治理“红包陷阱”等失信欺诈行为，

执法部门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各种骗局及时

发现与打击。作为微信运营方更应主动履行

责任，共同遏制各种失信欺诈行为，而不能只

顾利益最大化，将责任和义务抛到脑后。相关

企业应当认真处理消费者相关投诉，将涉嫌失

信欺诈者的真实信息提供给相关部门，让有关

部门的查处行为更加精准高效。

碰瓷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