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 肖淑丽 美术编辑 / 徐民 校对 / 赵立关注

新华社记者 杨淑馨

高考未结束
考生已收到“作弊”短信

“同学你好，AI 监考监测到你在
2025 年 6 月 8 日下午 3:00—5:00 英语
考试中有斜视偷看附近考生答题卡
行为，成绩为0分。”高考还未结束，吉
林、山东、四川等多地的高考考生就
收到以“教育考试院”名义发出的短
信，短信内容也高度雷同，都是通知
考生因被AI监考发现作弊而成绩“清
零”。

警方提示，此类虚假短信往往会
附上“如有疑问请致电”，利用考生对
高考成绩的重视和担忧心理，诱使考
生回电，套取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
骗。

今年高考确有多地采用 AI 巡查
系统，为考生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考
试环境。但 AI 系统仅对异常举动和
违规行为抓拍标记，最终判定作弊与
否由考点相关人员确认。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这一信息点将骗术“升级”，
伪造出极具迷惑性的诈骗话术。

多地官方第一时间辟谣，四川省
教育考试院提醒，这是典型的短信诈
骗，教育主管部门和招考机构绝不会
向考生发送此类信息，请各位考生及
家长注意保管好个人信息，谨防上当
受骗。

除了在考试阶段用短信“定罪”，
诈骗分子还在查分、填报志愿、录取
等不同阶段设计骗局。

6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就发布声
明称，有校外机构、组织或个人假冒
学校招生人员，谎称可以“高考低分
读华南农业大学本科”“降分录取”

“缴费预留位”等。实际上，学校从未
委托或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面向考
生通过电话开展全日制本科招生宣
传和录取等工作，也不会收取“报名
订金”“录取订金”之类的费用。提醒
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上当受骗。

“内部名额”设诱饵
伪造网站下圈套

近年来，高考骗局套路不断翻
新：

——虚构官方身份，谎称有“内

部名额”。冒充高校领导、招办“能
人”是诈骗分子惯用手段。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结的

一起诈骗案件中，被告人周某通过伪
造微信聊天记录以及教育部招生审
批表等文件，制造学生将被浙江大学
录取的假象，骗取家长 134 万余元。
在行骗过程中，为打消家长的疑虑，
周某申请了一个新的微信账号，将昵
称设为“浙大哥”，头像设为浙大校
徽，自导自演，将自己与“浙大哥”的
聊天记录截图发给家长。

无独有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涉及高考招生的
诈骗案件中，被告人刘某虚构可通过
各种方式帮助被害人子女进入国内
或国外高校就读的办事能力。在行
骗过程中，刘某谎称自己和某音乐学
院有“计划内预留名额”的协议。

——放大焦虑心理，编织“低分
高录”话术。

高考成绩公布后，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声称能
够“低分录取”甚至“保送”进入名
校。他们还用“不交钱将被退档”等
威胁性话术，给出“低分高录”“免试
入学”等诱惑性承诺，实施诈骗。

在山东日照山海天公安分局侦
办的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赵某、
刘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渠道，宣称
能帮考生以“补录”的形式办理高校
录取入学手续，骗取家长和考生的高
额缴费。

——伪造“李鬼”通知书，假冒官
方账号。

一些不法分子一比一“复刻”大
学录取通知书，迷惑考生和家长。根
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
理中心公布的案例，有骗子冒充高校
招生办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
通知书，并附上“缴费通知”，诱使考
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银行账户。

此外，教育部还提醒，一些社会
机构和个人通过修改域名的个别字
母、复制官方页面布局样式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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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高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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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渠道多元，短视频成
诈骗新阵地。

根据抖音平台近日发布的《关于
高考期间违规内容治理的公告》，有
账号宣称可提供替考、买卖高考试卷
题目等“高考作弊工具及手段”，也有
账号宣称提供付费修改分数或提前
查分服务。此类账号借相关内容吸
引用户关注，将用户引流至第三方平
台或线下实施诈骗。

协同发力防范骗局

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会同中央
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开展查处涉高考
违法有害信息等工作。

教育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提
醒，相关网络平台要认真落实信息内
容管理主体责任，持续加大监测处置
力度，重点排查清理造谣考前泄题、
贩卖所谓“试题答案”、组织考试作
弊、开展招生诈骗等涉考违法有害信
息，重点整治炒作夸大涉考不实信
息、借 AI 技术生成发布涉考虚假信
息、干扰舆论和误导公众等行为，从
严查处有关账号，营造更加健康安全
的网络环境，共同维护良好的招生考
试秩序。

诈骗分子往往都是利用信息差、
当事人心理焦急等因素实施诈骗。
考生及家长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招
生信息，不要相信“改分补录”等虚假
承诺，保护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对
可疑情况及时核实报警，筑牢反诈防
线。

暨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副
主任罗颖提醒考生和家长，院校资质
可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查
询，警惕“野鸡大学”混淆学历性质。
录取规则、录取结果可通过省级教育
考试院官网、高校官网进行查询。同
时，选择志愿填报服务要认准各省考
试院官方系统，拒绝“高价保录取”。
所有补录信息以省考试院官方公布
为准，无需额外缴费。

“家长和学生应当保持冷静和理
性，对自称高校招生办、省考试院工
作人员的来电，可通过院校官网电话
回拨核实，避免冲动受骗。若遇诈
骗，应立即报警并保留证据。”罗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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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在

高考前后及招生录取阶段，设

计各类骗局，话术与手段不断

升级，考生及家长稍有不慎就

可能上当。

教育部日前发布预警，提

醒考生和家长，勿信不实信

息，谨防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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