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花样翻新的涉考骗局， 三

部门的专项行动直击痛点。 一方

面， 通过依法打击编造传播虚假信

息、 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行

为， 形成强大法律震慑。 另一方

面， 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要求

其加强对“押题” “改革” 等关键

词的监测， 及时清理违法广告与谣

言， 从传播渠道上净化网络环境。

这种“打防结合、 标本兼治” 的治

理模式， 既是对考试公平的捍卫，

也是对家长和考生权益的切实保

护。

抵御高考诈骗， 理性认知是第

一道防线。从命题制卷到招生录取，

每个环节都有严密的制度防护，所

谓“内部渠道”“提前泄题”纯属无稽

之谈。正如教育部多次强调的，高考

试题属于绝密级国家秘密， 任何宣

称“考前获题” 的行为都是在收割

“智商税”。对于网络上的所谓“改革

通知”，应通过教育部门、招考机构

的官方渠道核实， 切勿轻信自媒体

的夸大宣传。

此外， 全社会应形成反诈合

力。 学校应加强防骗教育， 电信部

门需强化信息监测， 而每位公民都

有责任对涉考谣言“随手举报”。

唯有构建“政府监管、 平台负责、

公众参与” 的治理格局， 才能让高

考诈骗无处遁形。 （来源： “北京

网络举报” 微信公众号、 浙江日报

等）

加强对“押题”“改革”等关键词监测，清理违法谣言

高考在即，这些谣言别信！

“月薪5万被裁员”？

利用 AI 生图

“月薪 5 万被裁员” “十年的

青春换来裁员大礼包” ……近日，

社交平台上出现的一些自称被“互

联网大厂” 裁员的账号引发关注。

这些账号发布的短视频、 图文内容

均以“个人照片+工卡+银行入账

短信截图” 拼接图作为封面， 声称

自己在某“互联网大厂” 工作 N

年却被裁员。 然而， 在“诉苦” 内

容之后， 记者发现， 这些账号发布

的文案大多以“为了不留遗憾， 想

带几个徒弟” “想把技术传下去”

等话术结尾， 来引导网友学习编程

课程。

据了解， 这些并不是发布者的

真实经历， 而是起号卖课的套路。

其晒出的照片系盗用他人照片或者

利用 AI 生图而成， 且并未打出任

何“AI 生成” 标识。 一通“诉苦”

实质目的是向网友推销编程课程。

部分被盗图的博主已主动发帖

提醒网友切勿上当， 也有网友质疑

相关图片存在涂抹感过浓、 物体比

例不合理等瑕疵， 可能系 AI 生成。

记者按照其中一个账号的指

引， 以学习编程技术的名义添加对

方微信。 对方发来一个直播间链

接， 声称将提供直播教学。 但经比

对， 其所谓的“直播教学” 只是播

放某机构录制的课程视频， 出镜人

物与社交账号所发照片显然不相

符。

对此， 专家提醒， 网民在社交

平台分享内容时要注意做好个人信

息保护， 增强著作权保护意识， 在

图片视频中添加水印等印记。 一旦

发现侵权行为， 就应及时积极维

权， 与侵权者交涉要求删除有关内

容， 或向平台举报。

（来源：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可申购“助残基金”？

中国残联否认

近日， 记者从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发布的声明获悉， 有不法分子假

冒中国残联名义开展所谓“App 线

上试点” “助残基金申购” “投资

返利” 等活动。 中国残联将依法追

究相关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根据声明， 中国残联从未授权

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关于“助残基

金申购” “投资返利” “中国残联

线上试点线下工作室” 等活动， 也

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无

碍之路” 项目， 没有邀请项目试点

用户代表在北京召开所谓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推进专题会议的安排， 前

述活动均系不法分子假冒中国残联

名义实施诈骗行为。

中国残联表示， 从未通过短

信、 微信群、 电话、 App 等非正式

渠道开展相关募资活动。 声明提

醒， 如遇上述诈骗 App、 短信、 微

信群、 电话等可疑信息或已向上述

可疑账户转账， 请立即向属地公安

机关报案。 “请社会公众特别是残

疾人及亲属提高警惕， 谨防上当受

骗， 避免财产损失。 中国残联将依

法追究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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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购买高考试题”？

  每年高考季， 都是涉考类诈骗案

件的高发期。 从“售卖高考试题答案”

到“绝密资料押题卷”，从“高考大变

革”到“杨雷雷丢准考证”，各类谣言与

骗局如同病毒般在网络蔓延， 将高考

变成了“收割季”。 教育部近日会同有

关部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

典型案例，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

相信谣言，提高辨别能力，谨防上当受

骗，切勿参与涉考违法犯罪活动，诚信

参加考试，遵规守纪守法。

有不法分子声称可通过“特殊渠

道” 获取真题或答案， 甚至标榜“准

确率 100%”。 事实上， 高考试题属国

家绝密级材料， 其保管和运送都有严

格的管理措施， 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

都实行封闭式管理。 广大考生及家长

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不要相信所谓的

提前拿到高考真题和答案。 在网上购

买所谓“高考真题” “绝密答案”，

都是不法分子发布的虚假信息。

同时， 购买涉密材料本身也是违

法行为。 《刑法》 明确规定， 在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

或者其他帮助的” “为实施考试作弊

行为， 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

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 答案的” “代

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

款规定的考试的”， 都属于违法行为。

  高校招生计划公开透明， 未完

成的计划需通过“征集志愿” 录

取， 不存在“花钱买分” 或“降分

补录”。 不法分子常伪造录取通知

书， 收取高额“活动费”， 实则将

考生导向无资质“野鸡大学”。

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无需任何

手续费， 若接到自称工作人员的来

电， 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支付

“保证金”， 应立即挂断并报警。

业内人士指出， 如今诈骗手

段更与新技术结合， 呈现出智能

化、 隐蔽化特点。 例如， 利用 AI

生成逼真的“教育部文件”， 或通

过自媒体账号批量炮制“高考改

革” 谣言， 借助算法推荐实现精

准传播。 这些新型骗局不仅增加

了辨别难度， 更凸显了三部门联

合查处的必要性———从源头切断

违法信息传播链， 方能遏制诈骗

产业化趋势。

“掌握高校内部指标或补录名额”？

  此类信息常附有虚假联系电

话， 如“XXX 准考证丢失， 请拨

打 XXX”。 经核实， 多数案例中考

生并未丢失相关证件， 电话实为吸

费诈骗或信息窃取陷阱。 发现类似

信息应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或考

点学校核实， 切勿盲目转发或拨打

不明电话。

“有人捡到高考试卷”？ 高考

试卷运输全程封闭管理， 公安、 保

密、 教育三部门联合监管， 历史上

从未发生试卷丢失事件。 传播此类

谣言者多是为了博取流量或制造恐

慌， 网民需理性判断， 避免成为谣

言传播链的一环。

此外， 高考成绩由省级考试机

构统一公布， 数据经多重加密备

份， 系统防入侵等级极高。 所谓

“黑客改分” “内部操作” 均为骗

局， 已有考生因轻信此类信息遭受

财产损失。

“寻找丢失准考证的考生” “有人捡到高考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