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平谷区城管执法部门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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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

红灯

【健康红绿灯】

头向后仰， 右手拇指放在喉
结下气管右侧， 其余手指触摸左
侧的甲状腺， 做吞咽动作， 如果
摸到下颈部肿大或包块， 且随着
吞咽动作上下移动， 则可能有甲
状腺肿大。 随后， 换左手用同样
方法检查右侧甲状腺。 提醒： 颈
前脂肪垫也会造成脖子肿， 一般
与营养过剩造成的局部脂肪堆积
有关， 不会表现出明显症状， 无
需处理。

水果中蛋白质、 脂肪含量很
低 ， 尤其缺少人体必需的脂肪
酸、 优质蛋白质以及铁、 锌等矿
物质， 长期用它代替正餐， 易造
成营养不良。 比如， 蛋白质以及
铁和锌等微量元素不足， 会让新
陈代谢率下降， 头发质量下降，
还会造成脸色发黄， 皮肤缺乏弹
性， 特别是中年女性， 更容易显
老。

肤色深的人皮肤合成黑色素
的能力强， 虽然容易晒黑， 但皮
肤的自我保护能力往往较高， 这
是因为黑色素可以吸收紫外线，
有助于减少对皮肤真皮层的损
伤， 不易晒伤或晒出斑。 皮肤白
或不容易晒黑的人， 在日光下的
自体保护能力较弱， 更容易晒伤
或晒出斑。

肤色深不容易晒伤

1个方法自查甲状腺是否肿大

水果当饭吃加速衰老

一包辣条热量相当于一顿饭

从健康角度看， 辣条可以说
是 “三高” 零食： 脂肪含量高、
含盐量高、 热量高。 辣条盐含量
那么高， 吃起来却没有太咸， 原
因在于里面加了大量糖， 因为糖
能减弱味觉对咸味的感受。 一包
辣条的热量大概有458千卡， 接
近一顿饭的热量， 只能偶尔吃一
点解解馋。

诚信考试
谨防受骗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
静、 和谐的复习考试环境， 平
谷区城管执法部门全力开展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 专项行
动。

日前， 平谷区城管执法局
执法队员来到平谷中学考点东
侧的一处施工工地， 执法人员
提醒工地负责人， 由于工地距
离平中考点距离很近， 一定要
提前做好规划， 避免使用大型
设备产生噪音。

“我们在考点及考点周边
施工工地均有队员进行盯守 ，
保证考点周边环境秩序良好及

考点500米范围内的施工工地无
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 执法队
员介绍。

随后， 执法队员对考场周
边餐饮单位、 沿街商户进行检
查， 在一家果蔬商店发现其使
用扩音喇叭播放店内菜品种类
及当日价格， 执法队员当即上

前制止， 向商户负责人宣讲相
关法律法规， 号召商户主动采
取有效措施， 为考生创造良好
环境。

据了解， 该区城管执法部
门逐一走访辖区内的施工工地
进行排查告知， 提前制止夜间
施工扰民行为； 对校园考点及

周边单位开展了拉网式排查 ，
加大对影响考生学习生活的露
天烧烤、 无照经营等突出环境
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坚决打击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提前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平谷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中高考期间， 将集
中投入执法力量， 采取主动巡
查、 定点盯守、 视频巡检、 及
时调度等方式， 最大限度减少、
最短时间发现和制止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 为考生创造安静 、
舒适的复习考试环境。

（贾奀婧）

教育部发布2023高考预警———

2023年高考大幕即将开启， 一些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驱使
散布涉考虚假信息、 贩卖制造焦虑， 甚至实施诈骗、 诱导考生
考试作弊， 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为此， 教育部联合有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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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诚信考试。

全力护航“静心”高考

【案例】 2020年高考前， 考
生朱某某伙同温某 (另案处理 )
商议在考试中组织作弊， 由朱某
某提供试题， 温某负责寻找 “枪
手”， 共同出资付 “枪手” 做试
题费用。

考试期间， 朱某某将手机带
入考场， 拍摄考试卷子传给 “枪
手”， “枪手” 作答后发答案给
考生抄袭。 参与者和组织者都被
迅速抓获。 考生朱某某犯组织考
试作弊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
元。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明确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 ， “组织作弊的 ”
“向考生提供试题、 答案的”， 都
属于违法行为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
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 对在高
考、 研考等国家教育考试中组织
作弊的， 将直接认定为 “情节严
重” 行为，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醒】 近年来， 各地公安
机关会同教育部门， 对各类涉考
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严打
态势。 提醒广大考生， 一定要增
强法律意识， 知法守法， 不要一
时糊涂， 抱憾终生。

组织高考作弊 逃不过法网恢恢

【案例】 某省2020年普通高
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
中， 两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
生， 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 被警
方 抓 获 。 两 名 组 织 考 试 作 弊
者 分 别被判有期徒刑3年8个月
和3年2个月； 替考大学生犯代替
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 缓刑1
年。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明确规定， 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 ， “组织作弊的 ”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
参加考试的 ” ， 都属于违法行
为 。

【提醒】 近年来， 一些新技
术 手 段 逐 步 被 用 于 国 家 教 育
考 试 管理 ， 严防替考等舞弊行
为。 考试虽可贵、 诚信价更高，
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 以免
上 当 受 骗 ， 更 不 要 心 存 侥 幸
替 他 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
加考试， 以身试法终将 “自食恶
果”。

【案例】 2022年高考期间 ，
某考生避开入场安检， 违规携带
手机进入考场， 开考后拍摄试卷
发至QQ群寻求解答未果。 依据
相关规定 ， 违规考生被严肃处
理。

【法规】 高考是法律规定的
国家教育考试。 《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 明确规定， 在考

试过程中使用通讯设备的， 应当
认定为考试作弊， 其当次报名参
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明确规定，
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携带或者
使用考试作弊器材、 资料， 情节
严重的， 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
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
上三年以下；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提醒】 近年来， 教育部会
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高考手机作
弊专项治理， 让手机 “带不进”
“用不了 ” “传不出 ”。 高考期
间， 全国各地莘莘学子们将在标
准化考场、 全程视频监控下为梦

想拼搏， 在考试结束后， 考场视
频录像也会进行集中回放审看，
确定每一名考生有无违规违纪行
为。 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各
项要求， 服从考务人员管理， 拒
绝携带手机等违规违禁物品， 遵
守考试纪律。 输了一场考试不重
要， 输了自己的人生才真是得不
偿失。

考试命题专家授课 、 强化
包过 、某某同学被录取到某名
校……这样的宣传文案和招生广
告经常出现在各种考试培训机构
的招生宣传中， 让不少家长信以
为真。 从公开的教育培训机构虚
假宣传、 广告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看， 均不同程度存在着虚假宣传
多样化、 普遍化和价格欺诈行为
问题。 虚构教育师资的能力和水
平、 对教育培训效果进行过分的
夸大和宣传、 以学生和受益者的
名义来进行虚假宣传已成为培训
机构实施欺诈惯用的把戏。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 明确规定， 教育、 培训
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 (一 )
对升学、 通过考试、 获得学位学

历或者合格证书， 或者对教育、
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
保证性承诺； (二) 明示或者暗
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
员、 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 培
训； (三) 利用科研单位、 学术
机构、 教育机构、 行业协会、 专
业人士、 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
作推荐、 证明。

【提醒】 高考试题属于国家
绝密级材料， 其保管和运送都
有 极 其 严 格 的 管 理 措 施 。 各
类 培 训 机 构 根 本 不 可 能 保 证
考 生 “包过 ” ， 也不可能提供
“真题”， 更不能花钱买文凭。 考
生切勿听信虚假宣传 ， 上当受
骗， 造成财产损失， 贻误宝贵的
复习时间。

“李鬼”终难变“李逵” 以身试法不可行

避开安检带手机 考试作弊毁前程

虚假宣传不可信 没有“馅饼”有“陷阱”

“占坑帖”当噱头博眼球 涉考“恶作剧”不可碰
【案例】 2022年高考数学科

目考试结束后， 有网民发布部分
试卷图片， 被疑泄露试题。 经公
安机关侦查 ， 查明系恶意编辑
“占坑帖”。 其考前在有关平台发
布无关帖子占位， 考后再用试卷
内容替换原有内容， 帖子时间仍
显示为开考前， 造成疑似考前泄
题的假象。 另有个别考生在网上
发帖自称 “考前押中试题”， 同
样属于考后恶意编辑的 “占坑
帖”。

【提醒】 律师和专家提醒，
如果考生恶意发布此类信息， 除
违反了考试纪律之外， 还涉嫌违
法， 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 。
如 果 培 训 机 构 或 其 他 人 员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 的 ， 通 过 发 布
“占坑帖” 的方式， 虚构考前能
获得试题或者 “押中真题” 的信
息 ， 骗 取 数 额 较 大 的 公 私 财
物， 则涉嫌构成诈骗罪。 考生切
勿为了娱乐他人， 最后 “愚了”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