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即将开始， 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等待录
取信息的急切心理， 设置各
种 “招生陷阱” 诱骗考生和
家长。 教育部发布了几种常
见的诈骗形式和典型案例，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只有
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志愿
填报系统填报志愿， 并且高
考成绩达到报考高校录取分
数要求的才会被高校录取，
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勿信不
实传言， 一定要明辨诈骗伎
俩， 避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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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正常情况下， 人体浅表的淋
巴结很小。 通常有痛感的淋巴结
肿大多是炎症引起的， 摸起来质
地偏软 、 界限清晰 、 活动度较
好。 而肿瘤导致的淋巴结肿大通
常不会疼痛， 摸起来质地偏硬，
形状不规则， 不太能移动。

不痛的淋巴结肿大更危险

【健康红绿灯】

入睡困难不妨试试这7个放
松运动， 让身体适当疲惫有助于
睡眠。 活动五官； 抬高肩膀； 绷
起手臂； 紧握双拳； 收紧腹部；
夹紧双腿； 脚趾抠地。 以上动作
间隔10秒钟， 根据自身情况在睡
前选择1-2种做即可， 有睡意后
停止动作。

咬指甲可能给你带来5种不
良后果： 甲沟炎， 一旦咬掉指甲
下的角质层， 就易引发甲沟炎；
胃肠疾病， 手上的细菌可能进入
口内， 如幽门螺杆菌、 大肠杆菌
等； 指甲畸形， 咬指甲可能损伤
指甲生成层， 导致指甲畸形； 手
疱疹， 如果有口腔疱疹， 咬指甲
可感染手指； 牙齿问题， 长期咬
指甲会诱发牙龈炎。

7个运动改善入睡困难

腕管综合征俗称 “鼠标手”，
主要临床表现为拇指、 食指和中
指麻木、刺痛或呈烧灼样痛，白天
劳动后夜间加剧， 甚至会在睡眠
中疼醒。 局部性疼痛常放射到肘
部及肩部；拇指外展肌力差，偶有
端物、提物时突然失手。长期用电
脑者如果 “不能双手合十放于胸
前”，就要当心腕管综合征。

1个动作自测“鼠标手”

□本报记者 任洁

高高考考录录取取中中
不不存存在在所所谓谓““内内部部指指标标””

谎称花钱可买高校招生
“内部指标”

【案例】
近日， 北京一中院破获一起

高考诈骗案， 2015年至2019年期
间， 被告人刘某谎称自己与多家
知名高校有内部协议， 可以通过
“预留名额” “托关系” 等多种
方式， 帮助高考分数未达到相应

高校录取分数线的考生进入知名
音乐学院或者国外名校就读， 并
承诺办理不成全额退款。 最终骗
取9名高考学生家长共计80余万
元。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犯
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剥
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

【提醒】
高考录取期间， 一些不法分

子往往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心
态， 通过伪造文件、 私刻印章 、
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等方式，
假冒高校招生人员、 校领导亲戚
等身份， 谎称手中掌握高校 “内
部指标” “机动计划” “定向招
生计划” 等名额实施诈骗。

实际上， 教育部 “三十个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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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录取过
程中不存在所谓的 “内部指标”。
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此类 “花
钱能买大学名额” 的诈骗信息，
从正规渠道了解、 确认考试招生
政策和信息， 切勿轻信谎言， 以
致上当受骗。

谎称可通过 “补录” 等
方式实现 “低分高录”

【案例】
2021年， 山东日照山海天公

安分局成功破获一起高考录取诈
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 刘
某某。 报案人称2020年高考结束
后， 其被赵某、 刘某某二人以能
为其孩子办理某医科大学入学手
续为由诈骗24万元。 经查， 犯罪
嫌疑人赵某、 刘某某通过微信朋
友圈等渠道， 对外宣称能够帮助
考生以 “补录” 的形式办理高校
录取入学手续， 从中骗取家长和
考生的高额费用。 犯罪嫌疑人赵
某、 刘某某已被依法审查， 24万
元被诈骗钱款全部追回。

【提醒】
高考成绩公布后， 一些不法

分子自称以 “计划外补招” “降
分补录” 为幌子行骗， 利用一些
学校发布的征集志愿信息误导家
长， 声称计划外补招就是不要分
数线， 花上数万元即可搞定； 甚
至设立报名处和咨询电话， 假扮
高校招生人员， 伪造文件、 印章
发放录取通知书。

实际上， 教育部 “三十个不
得” 禁令中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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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
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 拒绝录
取符合条件的考生。 高校招生计
划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向社
会公布， 未经有关省 （区、 市）
公布的招生计划一律不得安排招
生。 高校在招生省份未完成的招

生计划， 须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
取 ， 不存在所谓内部降低分数
“补录” “补招” 的情况。

故意混淆普通高等学历
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

【案例】
王某因其亲戚的儿子高考

成绩不理想， 通过关系找到高某
为其办理某知名大学入学事宜，
王某在网上加入该大学QQ群询
问入学事宜。 一名自称该学院招
生工作人员的男子主动加其为好
友 ， 承 诺 缴 纳 相 关 费 用 即 可
帮 忙 办理入学 ， 保证录取 。 对
方先后以补交学费、 书本费、 报
名费等名义让王某转款1万余元，
后 发 现 就 读 的 是 短 期 培 训 班
遂 退 学 。 高某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并交代采用同类作案手
法先后诈骗20余人， 涉案金额10
万余元。

【提醒】
近年来， 一些不法分子或中

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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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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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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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的关键期。 教育部指导全国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
2022年寒假中小学生和幼儿护眼
要诀基础上， 修订形成2022年暑
假中小学生和幼儿护眼要诀， 倡
导中小学生和幼儿暑假科学健康
护眼， 度过一个愉快、 充实、 有
意义的假期。

暑假护眼要诀倡导家长加强
亲子交流， 引导孩子合理规划暑
假生活，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家
务劳动 、 社会实践 、 公益活动
等。 注意避暑防晒， 可每天在太
阳光照不太强烈时进行两小时以

上的户外活动。
家长可在暑假主动带孩子到

医院检查视力， 引导孩子暑假居
家期间经常通过标准对数视力表
自检。 如果孩子有视物模糊、 眯
眼、 皱眉、 歪头等现象， 及时到
医院进行视力检查， 建立视觉健
康档案。 发现近视不要慌张， 不
要轻信近视可治愈等虚假宣传广
告， 要尽早到医院就诊， 科学矫
治。

学生和幼儿阅读书写时， 桌
椅高度要合适， 做到书本离眼睛
一尺 （约33厘米）、 胸口离课桌
一拳 （约10厘米）、 握笔手指离

笔尖一寸 （约3厘米 ）， 不要躺
着、 趴着看书。 阅读书写时要保
证充足的光照亮度， 光线不足时
打开房间顶灯照明和台灯辅助照
明， 台灯摆放在写字手的对侧前
方。 纸质阅读材料的字体不宜过
小过密， 保证字迹清晰， 材质尽
量不要有反光。 减少长时间近距
离用眼， 通过远眺和每天上午、
下午各做一次眼保健操等方式，
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

尽量选择屏幕较大、 分辨率
较高的电子产品， 根据环境调整
亮度。 看电视或投影时眼睛距离
屏幕3米以上； 使用电脑时眼睛

距离屏幕不少于50厘米。 严格控
制孩子每天使用电子屏幕时间，
3岁以下儿童避免接触电子产品，
学龄前儿童尽量少使用电子产
品 。 中小学生视屏遵循 “20—
20—20” 口诀， 即观看电子屏幕
20分钟后， 抬头远眺20英尺 （6
米） 外20秒以上。

家长应督促孩子暑假保持规
律健康的生活方式。 饮食注意营
养均衡， 多吃水果蔬菜和优质蛋
白，不挑食、不偏食，少吃甜食、碳
酸饮料和油炸食品。 每天保证充
足的睡眠时间， 做到小学生10小
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

严控孩子每天使用电子屏幕时间
教育部发布暑假学生和幼儿护眼要诀

咬指甲容易咬出5种病

□本报记者 任洁

教育部发布高招录取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