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生高考志愿是高校录取的重

要依据，恶意篡改将受到法律制裁。

2024 年 8 月，山东某县派出所接张

某报警，称其高考录取通知书上的

高校与填报志愿不符，经查，系同班

同学李某因矛盾，用微信冒充老师

获取其高考报名账号、密码等信息，

篡改志愿，致其未被报考高校录取。

最终，李某受到法律制裁。

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

受教育权的侵犯。 从司法实践来

看， 该行为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 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罪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 切勿认为“无知

者无畏”， 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

“恶作剧” 等理由搪塞， 违法者终

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来源： 北晚在线等）

做好个人信息防护，防范志愿篡改风险

23岁就不能
买学生票了？

回应：可申请退差价

近日， 有网友发帖称， 自己是

一名 23 岁的大学生， 但在预约三

星堆博物馆门票时， 因为年龄“超

出最大年龄限制 （23 岁）” 而无法

预约购买学生票， 对此很不理解。

记者近日以“超龄” 学生的身

份致电三星堆博物馆客服进行了

解。 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规定

一直都有， 23 周岁， 是基于大学

生的毕业年龄来推算的。 同时， 工

作人员表示： “如果您是全日制大

学本科在校的中国学生， 并且年龄

超过 23 周岁， 您需要先用身份证

正常购买一张 72 元的普通票， 参

观当日先不要着急入园， 先去人工

窗口找工作人员， 给他出示您购买

的普通票记录， 以及您学信网上的

学信认证报告， 和您本人的身份证

原件。 待现场人工窗口审核结束，

如果符合规定的， 您再把这张票退

了， 他们再给您现场办理学生票。”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表示，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通

知， 并未明确规定学生票的年龄界

限， 设置学生票的年龄缺乏直接法

律依据。 按照正常的受教育年龄以

及升学时间， 22 岁左右为普遍的

大学阶段学生。 但年龄并非判断学

生身份的唯一标准， 景区可以通过

身份核验来保障真正的学生享受优

惠， 而不应单纯以年龄设限。 （来

源： “中国青年报” 微信公众号）

造谣大熊猫被虐待
一审判了

近日， 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熊猫造谣

者” 白某某、 徐某寻衅滋事案并当

庭宣判。 被告人白某某因犯寻衅滋

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被告人徐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5 月， 被告人白某某、

徐某为增加人气、 扩大影响力、 获

取经济利益， 明知相关信息系不实

信息的情况下， 在某网络平台以直

播、 发布短视频等方式， 捏造、 散

布某科研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虐待大

熊猫、 利用大熊猫牟利等不实信

息， 编造某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因违

法违纪被抓捕等虚假信息， 严重影

响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生

活。 经公安机关鉴定， 截至到案

时 ， 相 关 虚 假 视 频 累 计 播 放

545054 次 、 转发 1245 次 、 评论

9521 条、 点赞 46404 次。

法院认为， 被告人白某某、 徐

某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 在信息

网络上散布， 起哄闹事， 造成公共

秩序严重混乱，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

滋事罪。 被告人白某某、 徐某到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具有坦白情

节，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综合考量

本案的事实、 性质、 情节、 危害后

果和两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

位、 作用、 悔罪态度等， 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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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准官方权威渠道，警惕山寨信息诈骗

  近年来， 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通

过网络平台发布有关涉考涉招信息，

存在政策解读不准确、 信息提供不真

实等问题， 有的甚至通过修改域名的

个别字母 （如 “edu.cn” 改为 “edn.

cn”）、 复制官方页面布局样式等方式

假冒、 仿冒高校和招生考试机构的官

方网站、 新媒体账号， 或注册“阳光

志愿 XX” “阳光高考 XX” 等近似

名称的 APP， 编造散布虚假信息，

诱导考生及家长购买付费服务， 扰乱

考试招生秩序。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

“2025 高考护航行动”， 已协调有关

互联网平台对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

校的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等进行了

权威标示， 便于广大考生和家长识

别， 获取正规的招生政策和服务信

息。 此外， 考生和家长可在教育部官

方网站搜索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查询

核实本年度具有招生资格的高校的基

本情况。

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注意， 在网上

查询高校招生信息时， 请认准“官

网” 标识， 谨防山寨账号或网站骗

局。

  近年来， 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

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

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 以自考助学

班、 网络教育班、 国际合作办学等

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 部分

办学机构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

幌子， 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

员。 此外， 部分由中介公司、 社会

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借助网络平台

发布信息时， 常常以“免试入学”

“免学费” “包分配” 等噱头进行

虚假宣传， 夸大就业前景、 升学

率， 误导考生和家长。

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均须通

过高考招录。 上述所谓的“录取通

知书” 不是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录

取通知书， “入学” 后也不能进行

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

册， 更拿不到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

书。

考生和家长要认真辨别普通高

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 在进

行志愿填报时， 需综合参考官方志

愿填报信息服务以及高校官方信

息， 结合个人志向及兴趣等因素综

合考量， 切勿轻信“噱头” 宣传，

避免盲目择校。

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 警惕虚假招生宣传

  高校招生录取期间， 一些社会

机构和个人声称“认识某某领导”

“认识某某招办”， 甚至通过伪造文

件、 假冒高校招生工作人员等， 谎

称可以“走后门” “搞特殊”， 通

过“内部指标” “机动计划” “计

划外补招” “降分补录” 等说法实

施诈骗。

2023 年 5 月， 赵某因考试成

绩比某大学的分数线低 0.5 分， 未

被该校录取。 经曹某介绍， 赵某认

识被告人彭某， 彭某表示可以帮其

办理该学校的入学指标， 并承诺办

不了入学就退还所有费用。 2023

年 5 月至 7 月， 彭某通过编造各种

请客送礼、 购买入学指标等谎言，

先后从赵某处骗得 40600 元。

教育部招生工作禁令中明确要

求， “不得擅自扩大高校招生规模

或调整高校招生计划” “不得无计

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

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 “省

级招办不得违反投档工作程序或在

政策之外降低标准向有关高校投放

考生档案”。 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

高校招生是严格按照招生政策规定

和学校招生章程等实行计算机远程

网上录取。 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

标”、 内部降低分数“补录” “补

招” 的情况， 正规招生录取不会产

生任何附加费用， 凡是需要收取保

证金、 录取费、 指标费的， 一律不

能相信。

“走后门”可以读大学？ 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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