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是广大学子人生中的一
次大考， 关系考生切身利益， 备
受社会关注。 随着2022年高考临
近， 广大考生已进入最后的冲刺
阶段， 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此时
动起了“歪脑筋”，借高考散布虚
假信息，制造焦虑，实施诈骗，甚
至诱导考生考试作弊。近日，教育
部联合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
门， 结合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典型
案例，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6
月4日 《中国教育报》）

每年高考季， 都是涉考类诈
骗案件的高发期。 从教育部联合
中央网信办、 公安部等部门梳理
汇总的案例可见， 不法分子围绕
“助攻考试”“作弊器材”“枪手替
考”“包过保过”“高考真题”“绝密

答案” 等套路做文章， 误导考生
和家长， 从而实施诈骗。 如果考
生和家长心存侥幸、 盲信盲从，
就可能上当受骗 ， 轻则损失钱
财， 重则误了学生前程。

从这些案例看， 骗子们并没
有多高明的手段。 无论是借高考
散布 “包过保过” “内部资源”
等虚假宣传， 兜售 “高考真题”
“绝密答案” 等实施诈骗， 还是
宣称能为考生提供 “助考” “替
考” 以及作弊器材等 “服务” 谋
取利益 ， 都是严重违法犯罪行
为。 一些考生和家长之所以上当
受骗 ， 无非就是妄想以此得高
分， 从而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和判
断能力。

对旁观者来说， 这些 “高考
骗局” 比较低级， 但对身处其中

的考生和家长而言， 在渴望考上
理想大学的心理下， 以及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下， 极有可能掉进骗
子设置的陷阱。 高考预警信息提
醒， 考生和家长要充分认识考试
作弊的危害及法律后果， 坚持诚
信考试， 拒绝考试作弊， 切勿以
身试法， 以免自毁前程。 高考试
题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 ， 其命
题、 印刷、 运送、 存放都有极其
严格的管理措施， 考前不可能有
所谓的 “高考真题 ” “绝密答
案 ”。 因此 ， 作为考生和家长 ，
一定要擦亮眼睛， 明辨真假， 多
一些理性， 多一些求证， 避免入
局。

防范 “高考骗局”， 除了考
生和家长提高警惕外， 还需多方
同心协防。 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强

高考防骗预警， 还得加强有关法
规政策宣传， 让考生和家长普遍
知晓考试及录取环节的规则与流
程， 并加大对各种诈骗的查处力
度。 学校应将防诈骗教育作为日
常生活教育的 “必修课”， 提升
学生对高考诈骗的认知， 积极防
范各类诈骗陷阱。 电信部门应把
握高考等特殊时节， 加大相关信
息监测力度， 及时阻止欺诈信息
传播 ， 并严格取证交予警方立
案。

同时，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
责任， 对发生在身边及朋友圈的
涉考虚假信息， 积极进行投诉、
举报， 并配合公安等部门做好高
考考试与招录工作中各种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

□付彪

近日， “90后高职毕业女生
在清华大学任老师” 成为舆论热
议话题。 主人公邢小颖毕业于陕
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4年以
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推荐
到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任
实践课老师。 目前，短视频账号@
清华实践发布的邢小颖讲授铸造
技术的系列视频， 累计播放量已
超过2.3亿， 点赞量超过200万。

邢小颖火了， 于是人们愿意
去更多地了解她的故事。 在网络
公开版 “个性化首饰设计与制
作” 授课视频中， 人们看到年轻
的邢小颖操着大嗓门 ， 动作利
落， 自信满满地在为这个国家顶

级学府的学生上课。 一名职业院
校的毕业生， 得到来自全国亿万
民众的关注和点赞、 被最优秀的
大学生们称为 “宝藏老师”， 此
情此景， 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聚
光灯打在技能人才身上， 寄托着
人们对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憧
憬 ， 想必会润物无声地凝聚起
“技能改变人生， 技能成就梦想”
的社会共识， 让职业教育的未来
更加可期。 这样的效果， 对一直
致力于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的工会组织极具启示意义。

技能人才竞涌， 源自沃土滋
养。 当前， 面对世界发展大势和
我国发展实际所创造的舞台与机
遇， 人才培养结构和体系的全面
性， 越来越引发各方高度重视。
其间， 搭建让更多的 “邢小颖”
们人生出彩的舞台， 引领广大职
工走技能报国之路， 是时代交给
工会的课题。 如何答好这张时代
考卷， 需要各级工会在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过程中不断积极探
索， 在实践中摸索出行之有效的
办法。

使命在肩 ， 步履所达 。 首
先， 工会组织应积极推动政策不
断 “破冰”。 邢小颖能到清华大
学任教， 追根溯源在于清华大学

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的性质， 作为
清华大学校内工程实践教学基
地， 高超的一线实操能力， 应该
是该中心聘任老师时最看重的，
所以除了邢小颖外， 这里还有30
多位实践课教师毕业于职业院
校。 与此关联， 在包括工会组织
在内的多方推动下 ， 今年5月1
日 ， 新 《职业教育法 》 正式实
施， 让技能人才有了职业发展新
的可能，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 会
有越来越多的 “邢小颖” 们走上
高校讲台。 而根据教育部最新数
据，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
大的职业教育体系， 共有职业学
校1.12万所， 在校生超过2915万
人。 这深刻地体现了国家层面对
于我国教育体系的认真思考， 开
始不断从法律法规政策入手纠偏
以往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认知。
而在这些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中，
多处可见工会在提升技能人才
“职业含金量” 上所做出的努力，
如， 新 《职业教育法》 中的多个
条款， 就从立法层面规定了工会
在技能人才培养、 推动校企合作
等方面的任务。 法律法规制度体
系的健全完善， 向来是让 “亮一
点 ” 变成 “亮一片 ” 的最好保
障 ， 这也凸显了工会今后应不

断加强源头参与力度， 更好地为
技能人才成长发展筑牢根基。

其二， 工会应持续为技能人
才脱颖而出搭建圆梦舞台。 在教
育部官网公布的发言稿中， 邢小
颖提到了自己能够任职清华的原
因： 熟练的专业技能操作能力、
优质的专业实践教学能力、 刻苦
深耕专业领域的科研能力。 这些
能力让她有十足的底气站稳清华
讲台。 这让人们认识到， 比起学
历和各种资质， 实实在在的学术
素养、 科研能力和专业技能， 才
是一个人最靠得住的立身之本。
从北京市总工会的实践来看， 近
些年来， 持续选树北京大工匠、
深入开展各行业技能大赛、 大力
推进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
划、 探索推动职工创新工作室联
盟建设……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
了首都技能人才规模逐渐壮大、
技艺不断提升 ， 呈现出繁星满
天、 群星璀璨的景象。 这些措施
取得的成果， 提示各级工会要持
之以恒坚持下去， 并结合实际需
要探索新的工作路径。

其三， 工会应通过行之有效
的宣传有力推动振兴职业教育各
项政策落地落实。 大国重技， 智
造未来。 一个国家先进制造业的

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必须紧紧
依靠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 其
中， 社会层面对技能人才的态度
相当关键。 从客观现实来讲， 我
国的技能人才还需要得到更多的
尊重， 有更多的获得感， 对未来
有更多信心， 从精神上筑牢大国
智造的自信和底气。 结合工会职
责， 这也是各级工会组织让更多
的“邢小颖”们得到舆论关注、获
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意义所在。 各
级工会应当从这则舆论热点话题
和教育部发布会获得启示， 提高
主动设置议题的意识和能力水
平， 让更多自带光环的技能人才
在公众面前亮相， 激发越来越多
的人投入到以一流的技艺做出一
流产品、 托起一流产业的拼搏中
去。

一个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
时代已奔腾而来。 心心在一艺，
其艺必工； 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
举。 面对时代课题， 各级工会组
织要识大势、 明大事、 善作成，
以担当之姿态团结凝聚广大职工
载着中国创造的梦想启航、 怀着
技能报国之志出发， 推动更多高
素质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 大国
工匠不断涌现， 为经济和社会发
展厚植人力资本。

■长话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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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丽华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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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不时刷到似是而非
的“养生知识”？伪科学“造谣一张
嘴”， 却让专业人士 “辟谣跑断
腿”？ 健康科普信息良莠不齐，给
公众带来不小的困扰。日前，国家
卫生健康委等多部委联合出台一
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
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
见，有望针对性地“扶正祛邪”。（6
月2日 《新华每日电讯》）

健康“假科普”之所以泛滥，
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吸引眼球，
赚取流量。一些“假科普”文章专
门选择公众关心的话题，蹭热点、
搭便车，提高阅读量和点击率。二
是贩卖焦虑，兜售产品。许多“假
科普” 网文都出自医药公司的营
销团队、广告公司的专业写手，开
头“科普范儿”十足，然而不久就
话锋一转， 瞄准一些热衷于养生
或者病急乱投医的中老年人，大
肆推销某种药品或者医疗器械。

此次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出台
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全
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
制，增加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供给，
扩大健康科普知识的传播覆盖
面。 除了以科学权威的宣传占领
科普阵地，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和
辨别能力外， 更需要通过真监管
遏制“假科普”，加大对谣言的打
击力度，提高造假成本。

一方面， 加强监测， 快速响
应，及时删除虚假健康信息，对屡
犯不改的自媒体予以约谈、封号。
对于传播范围广、 对公众健康危
害大的虚假信息， 还要发挥健康
科普专家库的作用， 组织专家进
行澄清和纠正。 另一方面， 对于
“假科普”式虚假广告，必须依法
严惩。

□张淳艺

一个技能成才 、 技能
报国的时代已奔腾而来。 心
心在一艺 ，其艺必工 ；心心
在一职，其职必举。 面对时
代课题，各级工会组织要识
大势、明大事、善作成，以担
当之姿态团结凝聚广大职
工载着中国创造的梦想启
航 、 怀着技能报国之志出
发 ， 推动更多高素质技能
人才 、 能工巧匠 、 大国工
匠不断涌现。

6月1日， 在山东水利技师学
院新能源实训中心， 教师正在参
加技能竞赛。 当日， 为检阅教师
的实践技能 ， 提高专业技能水
平， 该学院举办教师新能源汽车
技术职业技能竞赛 。 （6月3日
《工人日报》）

教师上技能考场， 确实让我
们感到很意外。 因为平时， 他们
的角色是考核学生技能的考官。
笔者认为， 教师上技能考场有多
重意义。

首先， 对教师自身来说， 是
一次检验和提升。 我们常说， 打
铁还需自身硬。 作为技能学校的
老师， 自身的技能过硬， 在实践
教学过程中才能更有说服力。 教

师上技能考场， 既是教师之间的
一次技能水平交流， 也可以发现
自身的技能短板， 为今后提升自
身的技能水平找到努力方向。

其次， 给学生树立了好的榜
样。 技能学习没有止境， 即使作
为教师也没有例外。 教师上技能
考场， 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对
技能操作的挑战， 也是为了确保
教学的质量。 教师和学生一样上
技能考场， 是教学环境的良性循
环， 通过这种为人师者高手之间
的比拼， 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学
习技能的热情与动力。

第三， 也给我们社会树立了
好的示范。 更多的人掌握一技之
长， 既是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师上技
能考场告诉我们， 技能学习应该
是一个人成长的长期计划， 要摒
弃学会技能一劳永逸的思想。 因

为时代在变化， 科技在进步， 对
人们掌握技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
高。

□陶象龙

防范“高考骗局”仍需要多方同心协防

工会在推动出现更多“邢小颖”上大有可为

教师上技能考场具有多重意义 对“假科普”
需要真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