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北京晚报》 报道，

近日， 各省市高考录取工作

陆续展开。 连日来， “警惕

野鸡大学” 的话题也是热度

满满 。 在一份列有 390 所

“野鸡大学” 的名单中， 看

似 “高大上” 的院校实则根

本不存在。 记者调查发现，

无中生有的 “野鸡大学” 在

当下已经不足为患， 但其升

级变种仍需警惕。

□法治报记者 徐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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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一时糊涂触碰了

法律底线， 如何能让他认识错

误、 改过自新， 又怎样让他挥

别过去、 重新出发？ 上海市嘉

定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未

成年人涉嫌盗窃罪的案件中，

在依法办案的基础上， 以感化

教育为出发点， 对涉罪少年作

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同时将

他纳入“绽放·微笑” 涉案困境

未成年人综合救助项目， 委托

专业社会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 帮助他的家庭营造亲子和

谐的氛围和有利于未成年人成

长的环境。

在年满十八周岁之际， 这

位涉罪少年还在父母的鼓励支

持下， 捐献了一份善款， 以此

实现爱心的传递， 也见证自己

的蜕变和成长。

附条件不起诉

把涉罪少年“拉回来”

2022 年 10 月 14 日， 杂货

店陈老板当场抓获了欲在店内

实施盗窃的小嘉。 到案后， 17

岁的小嘉坦言， 他是从网上学

到的偷东西手法， 正好手里没

钱又想抽烟， 就让朋友支开杂

货店老板， 自己将香烟藏在衣

服里实施盗窃行为。 陈老板通

过店内监控发现了小嘉的盗窃

行为， 当场将他抓获后报警。

案件移送到嘉定区检察院

后， 检察官认真审查了案卷材

料， 并对小嘉的家庭情况、 成

长经历、 性格特点等展开了详

细的社会调查。 小嘉与父母关

系良好， 但父母忙于工作对他

缺乏管教； 读书期间， 小嘉也

表现较好， 无违反校纪记录。

但步入社会后， 小嘉人生经验

不足， 又缺乏守法意识， 才一

时糊涂触犯了法律。 在讯问过

程中， 小嘉表示会认真反省自

己的问题， 并努力改正错误。

父母代他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同

时， 也表示愿意对孩子加强监

督和管教。

2023 年 3 月 10 日， 嘉定

区检察院召开附条件不起诉公

开听证会， 人民监督员、 听证

员、 被害人等均同意对小嘉适

用附条件不起诉。 鉴于小嘉这

次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大，

又是初犯偶犯， 嘉定区检察院

依法对他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

并设置了 6 个月的考察期。 其

间， 小嘉遵守法律， 参加社工

安排的公益活动， 用行动真诚

悔过。

家庭教育指导

再护花季少年一程

孩子犯了错误， 背后往往

是家庭出了问题。 小嘉也是如

此。 在对小嘉开展观护帮教工

作的同时， 检察官对小嘉的父

母制发了 《督促监护令》， 委托

青青未成年人保护促进中心对

小嘉的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 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过

程中， 心理咨询师发现小嘉的

父母时常会使用类似“你怎么

就不学好” “再犯错就不认你

了” 等负面语言， 是典型的专

制型家长。 在这样的亲子相处

模式下， 小嘉和父母之间的交

流和沟通是不平等的。

为此， 心理咨询师建议小

嘉的父母学习并练习“爱的五

种语言”， 通过使用肯定的言

词、 精心的时刻、 接受的礼物、

服务的行动、 身体的接触等，

逐步调整亲子沟通技巧， 平等

地和孩子进行交流， 建立起融

洽的亲子关系。 通过一段时间

的新型相处模式， 小嘉感受到

了父母的关爱， 也向父母进行

了积极的“爱” 的反馈， 亲子

之间的隔阂慢慢消除， 小嘉也

变得阳光开朗， 向父母承诺自

己一定好好改正， 绝不再犯。

十八岁成人礼

用慈善捐赠传递爱心

很快， 小嘉就要满十八周

岁了。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检

察官和心理咨询师共同为小嘉

策划了一起特殊的成人礼 。

2023 年 5 月， 在父亲的鼓励和

陪同下， 小嘉来到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嘉定代表处的“耕心泽

善” 爱心窗口， 为嘉定区检察

院七色花“绽放·微笑” 涉案困

境未成年人综合救助项目捐款。

小嘉捐出了 118 元， “1” 象征

着重新发出， “18” 代表着成

年， 他用这样的数字告诉自己：

“今天起， 我就是一个成年人

了， 要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和

义务。”

面对儿子的成长， 小嘉的

父亲感慨万千， 不善言辞的他

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儿子的祝福，

希望他能真正成为一个“大

人”， 做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

用这样一份成人礼来挥别

过去， 重新出发的涉罪少年并

非小嘉一人。 天天和小磊也曾

是涉罪少年， 也都获得了改过

自新的机会， 并被纳入嘉定区

检察院“绽放·微笑” 涉案困境

未成年人综合救助项目而得到

帮助、 成长， 而后用自己慈善

捐赠的行动将这份帮助和爱心

传递出去， 给更多需要的困境

未成年人。

“目前， ‘绽放·微笑’ 项

目的救助对象已从未成年被害

人扩大至涉案困境未成年人，

服务内容包括了心理救助、 司

法救助、 医疗救助、 生活救助

以及家庭教育指导等综合救助。

我们依托嘉定区未成年人司法

社会服务中心各家单位的通力

合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

使更多的涉案困境未成年人得

到多元化、 全方位的救助和支

持。” 嘉定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业务主任张晓兰介绍。

以法为先、 以爱为旨、 以

治为本， 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

嘉定区检察院嘉检七色花团队

在未成年人保护的道路上不断

奋力前行， 努力推动“六大保

护” 协同发力， 依托社会支持

体系升级未保工作， 用心用情

为孩子们撑起一片保护的绿荫。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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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升级变种的“野鸡大学”
一笔见证蜕变和成长

的特殊捐款……

骗局 8月前后最为高发

陈蓉 （化名） 的弟弟去年参加

了高考， 分数不太理想， 只够得上

专科。 而在等待专科录取期间， 弟

弟收到了一封大红色 EMS 快递， 里

面是一封黄冈某学院通知书。

红色雕花双层硬卡纸、 烫金的

字， 这份通知书看上去颇为精美。

内容更加诱人， 写着“同意学生就

读小学教育专业”， 学历是本科， 学

制四年。

奇怪的是， 陈蓉的弟弟根本没

有报考这所学校。 只是之前和一位

自称“招生老师” 的人加了微信，

给了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码。 虽然

陈蓉的弟弟已经准备好去自己报考

的专科就读， 但家人并不这么想，

还打算和那位“老师” 进一步接触，

陈蓉费了好大劲儿才劝住。

有网友称， 妹妹高考距本科线

差一分， 准备填专科志愿时， 却提

前收到一封“入学通知书”。 妹妹很

慌张， 担心影响后续志愿填报和录

取， 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有自己的相

关信息。

收到来历不明的通知书， 基本

可以判定， 考生被“野鸡大学” 盯

上了。

据教育部官网介绍， “野鸡大

学” 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不具

备高等学历教育资格。 不法机构和

人员通过编造并不存在的学历教育

“学校”， 发布虚假招生信息， 发放

虚假大学录取通知书， 骗取考生钱

财。

从以往披露案例来看， “野鸡

大学” 运作是存在时间规律的。 通

常自 7 月中旬， 本科录取接近尾声，

专科陆续填报志愿开始， 大量发送

通知书“收割” 低分考生。

8 月中旬， 各地专科录取基本

结束时， 通知书发放达到高峰， 有

些学生甚至会收到不止一个学校的

通知书或电话。 此时已没有太多时

间留给考生和家长思考， 从而忽视

相关查证。

套路 大学版的网络诈骗

记者发现， “野鸡大学” 中，

以标注为北京、 上海、 山东等地的

学校数量居多。 其中， 北京以 151

所高居榜首， 占总数的近 40%。

细看校名， 这些“野鸡大学”

多是蹭着正规高校名字而来， 例如

将正规高校名字中的“大学” 改为

“学院”， “学院” 改为“大学”， 加

上科技、 管理、 信息、 经济等词汇

排列组合， 或直接套用正规高校的

历史曾用名等等。

按照这份名单， 记者随机输入

多个学校的校名进行搜索， 发现弹

出页面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提醒，

指明该学校为虚假大学， 并提示高

考志愿填报、 分数查询及相关信息，

请认准各地考试院官网， 避免误入

无证“野鸡大学”。

记者又搜索到一份带有具体网

址的名单， 发现伪造网站域名的后

缀大多为“.com” “.net”。

不过， 在持续警示与清查下，

这些网站如今已面目全非。 输入详

细网址后， 跳转的多为博彩、 色情

页面， 或出现无法访问的提示框等

情况。

网站原貌看不到， 但通过以往

截图， 仍可一窥究竟。 2018 年多家

媒体报道， 考生举报一家名为“武

汉经贸大学” 的网站， 与河北经贸

大学网站内容高度雷同。

从当时报道配图可见， “高仿”

页面完全照搬河北经贸大学的图标、

配色、 模板与内容。 假网站上没有

留下联系方式， 经河北省网信办查

询， 网站使用的是境外服务器。 在

湖北 168 所正规高校中， 并没有

“武汉经贸大学”， 该网站因属违法

网站被关停。

没有办学活动、 甚至没有实体

大学， 这些“野鸡大学” 更准确的

称谓应该叫“虚假大学”， 可以说是

大学版的网络诈骗。

从时间上来看， 大约 2010 年前

后， 虚假大学开始在全国各地此起

彼伏、 愈演愈烈， 引发公众的探讨

与关注。 2013 年 6 月， 高考教育咨

询网站“上大学网” 首次发布了一

批虚假大学名单， 至 2016 年 6 月，

总共发布六批近 400 所大学名单。

历年各部门所传的“警惕名单”， 多

是从“上大学网” 的资料中盘点整

理而来。

调查 学生家长知假买假

为啥一个网站就能让家长掏钱？

即便做得相对精美， 也经不起认真

核查， 或者干脆问问学校到底在哪

儿， 实地去看看， 不就露馅了吗？

原因很简单， 21 世纪教育研究

院院长熊丙奇多次指出， 虚假大学

的背后， 往往是假文凭销售链条，

其实针对的是不上大学， 而想直接

拿“文凭” 的人。 可以理解成将以

往摆地摊兜售假文凭的操作， “升

级搬运” 到了网络上。

从这个层面来说， 能被虚假大

学骗到， 不排除考生和家长“知假

买假”。

记者发现， 早在十余年前， 就

有媒体披露仿冒名牌高校的山寨网

站现象。 这些山寨网站上， 无一例

外都有“学历查询” 这一项， 通过

该链接， 考生可与假学历贩子取得

进一步联系。

在当时假学历贩子给出的学校

名单中， 涉及北京的有 17 所。 成绩

单、 入学登记表、 毕业登记表等全

套办下来， 价格在 3000 元左右。 因

此山寨网站只是一个壳， 是吸引考

生和家长与假学历贩子沟通的渠道，

再配合后续一系列山寨链接， 企图

在求职报考等场合蒙混过关。

这样的套路效果是否理想？ 答

案不言而喻， 只需稍作搜索， 便能

看到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大量类似案

例。 往往钱款汇出， 所谓“名校”

学历也没了下文。 而伴随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 （学信网） 愈发完

善健全、 深入人心， 假学历其实已

经无处遁形。

变种“野鸡” 成“凤凰”

记者对比发现， 今年网传的这

份“野鸡大学” 名单， 最早在 2018

年就已出现， 且近六年来差别不大。

名单中列出的学校， 其实早已无迹

可寻， 考生就算想要“报考”， 也接

触不到。

这意味着如今纯粹“假大学”

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少， 人们对买学

历也多了提防心理。 换句话说， 建

设山寨网站来贩卖学历的手段， 一

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历史， 有些过时

了。

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对“野鸡大

学” 放松警惕， 相反， 近年来“野

鸡大学” 蜕变出新版本， 一些民办

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打着与其他

高校联合招生的名头， 租借场地，

以高校研修班、 专修班、 助学班等

名义， 将学生忽悠进来。

他们利用话术， 令不少考生和

家长误以为， 机构和相应高校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 毕业时可以拿到和

正规考生一样， 由高校颁发的正规

文凭。 但实际上的几年学， 相当于

一直在上辅导班， 到头来只能得到

机构自行颁发的结业证书， 表明经

过了相关培训， 并不是国家承认的

学历文凭。 这种模式， 更符合人们

对“野鸡大学” 的认知———有场地、

有老师， “鸡” 是真实存在的， 却

硬是被包装成“凤凰”。

本文开头提及的陈蓉弟弟， 遭

遇的即是这类升级版骗局。 通知书

显示的黄冈某学院， 是一所正规院

校， 但陈蓉咨询了该校招生办发现，

学校并没有开办通知书上所说的

“助学班”， 所谓招生老师也是假冒

的。

这样的骗局看似唬人， 破解起

来也不难， 只要给相应高校打电话，

即可识别通知书的真面目。

归根结底， 如果考生依照正规

渠道填报志愿， 不轻信“低分上名

校” 等宣传， 就不会遭遇所谓的

“野鸡大学”。

（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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