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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随着2021年全国

高考落下帷幕，针对莘

莘学子的招生诈骗也披

上信息化外衣卷土重来。

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分局

梳理出几类招生常见骗局，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见招

拆招，注意防范。

骗术一：渠道上学

　　高考成绩公布前后，一些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家长盼子成

龙、盼女成凤的心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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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称手中掌握高

校“内部指标”“机动计划”“定向招

生计划”“低分高录”等实施诈骗。

　　外地某考生小徐高考后因几分之

差和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小徐的

母亲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刘某，刘某称可

以先让小徐通过网络注册学籍后，由网

络教育转为某重点大学普通本科教育，且

名额有限，一个名额要30余万元。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做

了一个与该重点大学招生网站相似的网站，

利用本地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机构的熟人，

专门物色病急乱投医的家长行骗。

　　警方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有严格的工作

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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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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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轻信蛊惑，以致上当受骗。

骗术二：花钱补录

　　“补录”骗局常常出现在高考志愿录取结

束后，骗子对考生家长谎称某高校名额没能招

满，通过花钱“打点”可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

以此骗取考生家长钱财，也有嫌疑人在考前

就用各种借口，让家长交钱保留名额。

　　2020年5月，外地某考生家长陈某某在

某网站上认识一名男子，该男子称能帮助陈

某某的孩子录取到更好的学校。通过网上多

次联系，陈某某相信了男子的谎言。之后，他

陆续向该男子支付7万余元，结果不但没被

录取，反而人财两空。

　　警方提醒：高考招生录取系统有严密的

全国统一的认证加密体系和监督机制，所谓

花钱能上好大学、好专业或者分数不够也能

上大学等都是骗人的伎俩。考生和家长收到

来历不明的通知书要仔细甄别，切勿轻信，

一旦发现受骗要及时报警。

骗术三：私下发放助学金

　　骗子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难，上大

学需要通过助学金交齐学费的情况，冒充高

校工作人员、教育部门工作人员，或者直接谎

称手上有项目，可以为考生申请大学助学金，

要求家长先交报名费。考生及家长信以为

真，汇款给对方，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2019年8月，外地一考生家长谈某报警

称自己接到冒充学校老师的电话，对方以拟

发奖学金为名，骗取其身份证号、银行卡、密

码等信息。在发给对方短信验证码后，谈某

发现银行卡中7900元被转走，这才意识到

被骗。

　　警方提醒：目前，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学

生资助政策体系，能保证各个教育阶段的所

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上学。无论是哪个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助，都不应要求学生在

电话中告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验证

码等信息，也不会要求缴纳任何费用或在

ATM机和网上银行进行操作，如有类似要

求的，请先向学校老师和当地教育部门咨

询，千万不要擅自按照对方要求操作，以免

上当受骗。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张棣

　　眼下，中小学报名即将开始，有些家

长为孩子的上学问题托关系找门路，认

为送礼就能够让孩子去一所理想的学校。

《法治日报》记者从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

民法院了解到这样一起比较典型的案例，

张某等一些家长就是因为轻信谎言，不仅没

给孩子找到理想的学校，还被骗走18万余元。

　　“虽然划片入学是政策性规定，但我认识

教育系统的领导，只要花钱打点关系，就可以

帮忙办理非学区学生入学。”2020年7月，家住许

昌市建安区的徐某四处声称自己有关系。正在

为孩子入学犯愁的张某听说后，找到徐某问能否

帮助上许昌市某小学，徐某满口答应下来，张某当

场通过微信给其转去两万元。

　　见轻易到手两万元，徐某便通过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声称有能力帮助办理市区各小学入学。很

快，又有学生家长与其联系转了钱。徐某将这些钱

用于打赏网络主播、喝酒、唱歌等消费，对于办理

入学的事则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干脆不再接学

生家长的电话。迟迟等不来孩子入学消息的一名

学生家长意识到受骗，遂于2020年12月到许昌市

公安局魏都分局报案。

　　徐某归案后供认，2020年9月至11月，其通过

微信、支付宝等形式收取8名学生家长的钱款共计

18万余元。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犯罪将其刑事拘

留，检察机关以其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21年3月末，魏都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

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鉴于其系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对

其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到案后认罪、悔罪表现，依法判处

其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近年来，以托关系送礼入学为名实施诈骗犯

罪案件屡屡发生。不法分子利用家长望子成龙心

切、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哄骗家长花重金‘走后门’

让孩子入读‘好学校’。”该案审判长郭艳提醒说，

家里有适龄孩子的家长应多关注官方发布的招生

信息，详细了解当地学校的招生入学政策，按照所

在学区学校官方渠道公布的要求办理入学，千万

不要迷信所谓的“关系”疏通，在钱财被骗的同时，

还会耽误孩子入学。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洪贞

　　“我有存款，我就不好好存着，我就被骗，哎，就是玩！”

　　面对民警和社区工作者入户宣传反电信网络诈骗常识，湖北

省襄阳市一女子“硬怼”。没想到，一周后，她真被骗了，还跑到派

出所报警求助。

　　今年4月10日，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车城派出所社区民

警与网格员入户发放反诈宣传册，微信发送反诈常识，以多种

形式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居民王女士不仅拒收反诈宣传册、拒

绝安装“国家反诈App”，还“硬怼”民警。然而没出半个月，4月

23日，王女士来到车城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人电信诈骗了

20余万元。

　　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王女士是经网友推荐下载了所谓

理财类App，3月初开始小额投资。因为一直收益不错，还

可以提现，眼前的利益蒙蔽了王女士的双眼，导致她不

相信反诈宣传。后来，王女士继续加大投资，投入了20多

万元。可是，从4月17日开始，她就再也无法提现，感觉

上当受骗了，但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想再等等看。

　　直到4月23日仍无法提现，王女士才到车城派出

所报警求助。

　　对于自己之前拒绝民警和网格员反电诈宣传的

行为，王女士后悔不已。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侦查。

　　办案民警提醒，当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赌

博诈骗”多发高发，各种婚恋、交友的网站、App、

小程序成为骗子的“温床”，不管多光鲜亮丽的

网络人设都可能是虚构的。凡是网友声称有内

幕、有渠道，可以低投入高回报的都是诈骗。

在网络上进行投资理财的朋友，务必要提高

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杨妍妍

　　海外代购已经成为百姓消费的重要

渠道，从奢侈品化妆品到吃穿日用，代购

确实方便了一票爱剁手人士，但代购的

弊端也相伴生。这不，浙江省湖州市的小

沈代购了一款一万余元的戒指，结果等

了280多天，还没见到影子……

　　2020年4月，家住湖州市吴兴区的小

沈想要购买一款奢侈品饰品作为自己30

岁的生日礼物，她通过朋友推荐加了从

事海外代购的小程的微信，随后选中一

款价值一万余元的戒指，并立即支付了

所有的款项。

　　满心欢喜的小沈开始等待这件跨国

快递，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好长时

间过去了，这件跨国快递物流信息却一

直没有更新，心急的小沈多次询问代购

小程，小程告诉她说需要询问当地物流

公司，但快递公司的回复却一直是需要

耐心等待。2021年初，距离小沈购买戒指

已经过去了280多天，种种迹象表明，这

件跨国快递已经丢失。

　　其间，小沈多次向小程要求退款，但

小程一直不同意退款。无奈之下，小沈诉

至法院，要求小程退还戒指款项。

　　面对小沈的起诉，小程认为，小沈确

有向其购买戒指一事，而自己也已经委

托在澳大利亚的朋友将戒指通过快递发

往小沈的住处，可不知为何现在快递信息丢失，她也一直

努力与快递公司沟通，但一直没有结果，因此她认为自己

不应该承担退还货款的责任。

　　那么，小程到底应不应该承担退款责任呢？

　　办案法官介绍，本案双方当事人通过微信达成购买

戒指的合意，原告已支付全部款项，现标的物灭失。网购

商品下单后，卖家与买家就构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此时如

果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毁灭失，依据民法典第512条规

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

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

付时间。同时依据民法典第604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

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

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此外，风险转移应以是否交付给买受人为准，未交付

的风险由卖方承担，已交付由买受人承担。

　　因此，该快递丢失的责任应由小程承担，最终在法院

的调解下，小程同意退还小沈全部货款。

　　法官提醒，当我们邮寄快递时，就与快递公司订立了

运输合同（或成立邮寄服务合同），我们是托运人，快递公

司是承运人。快递纸质详情底单以及电子底单都是双方

已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据。按照合同要求，快递公司作

为承运人应当将委托托运的货物完好无损地送至收货地

址。当运输过程中未交付收件人的货物出现损毁、灭失

时，作为托运人（寄件人）即可依据合同关系向快递公司

追究责任。

□ 本报记者 邓君

　　“您好，我们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近期与某某

有没见过面？见面的时间、地点？请问您是否乘坐某某

次列车？请再尝试回忆一下，之后还去哪了？”近期，有

不少广州市民接到公安机关开展流调工作的来电。

　　“流调是干嘛的？”“是不是诈骗电话呀？”“为什么

不是110打来？”……许多市民对此有不少疑虑，往往不

敢接或者不敢说。那么，这个电话到底要不要接听？会

不会有诈骗分子冒充流调人员？就流调来电如何甄别

等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为大家一一解答。

什么是“流调”？

　　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是指对病例暴露接触

情况、活动轨迹、就医情况等展开调查，能够为判定密

切接触者、采取隔离措施及划定消毒范围等提供依据。

如何甄别流调电话来电真假？

　　广州市公安机关已与移动、电信等运营商达成一

致意见，对公安机关专门用于流调工作的固话和移动

电话进行统一标记。市民接到广州警方流调来电时，屏

幕会同步显示闪信内容为“中国移动（广州公安）提醒：

您接到来电是广州疫情防控回访电话，请注意接听。”

（该闪信不可篡改）市民可根据闪信内容甄别是否为骚

扰电话或电信诈骗。

为何有的流调电话，不是辖区派出所打的？

　　广州警方组织专门力量使用工作手机、座机拨打

回访对象的电话，按照问话提纲对回访对象进行询问

并记录相关信息；又或者根据实际需要，将调查的任务

交给群众所在户籍地、工作地、居住地、活动地公安机

关开展。因此，就可能出现个别市民接到当前居住地、

活动地辖区派出所，甚至其他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

电话。

　　如遇到这种情况，请首先对流调工作来电进行仔

细甄别，当确认后，请主动认真配合开展流调工作。

流调来电会问些啥？

　　广州警方通过致电流调对象进行相关情况确认，主要内容包括活

动去向、停留场所、现时住址、接触人员、核酸检测情况等，与诈骗分子

来电设法套取验证码、要求私聊转账等有明显区别。市民接听防疫专线

电话时，请耐心与流调人员核对信息，主动积极提供准确关键信息。

　　请记住，流调来电不会让你干这些事情：不会以任何理由发送二

维码让流调对象扫描；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获取流调对象的短信验

证码；不会以任何理由发送链接让流调对象点击；不会推销任何产

品或以任何理由要求流调对象付费；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流调人员

加入QQ群、微信群；不会以任何理由让流调对象转账和进行所谓的

“资金核查”。

　　如有上述情况，均可以判定为诈骗，请市民及时拨打110报警。警方

提醒，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接听流调电话；也请各位街坊，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硬怼”民警，
她被骗了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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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诈骗，
披着信息化外衣又来了

怎样才能杜绝驴友任性探险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实习生 汪涛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就《黄山市山岳型景

区有偿救援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拟将有

偿救援范围从黄山风景区扩展到黄山全市山

岳型景区。这使有偿救援话题再次登上网络热

搜榜。

　　实际上，除了黄山景区，在新疆、西藏、四

川、湖北等地，驴友任性探险最终被困的事件均

屡见不鲜，而每一场救援背后都伴随着人力物

力的巨大付出甚至让救援人员身陷险境。目前，

包括黄山景区在内的全国多个景区已实行有偿

救援制度，公众对此以正面评价为主，但也不乏

一些担心。驴友该不该为自己的任性行为买单？

有偿救援费用到底如何核算？怎样才能杜绝驴

友任性的探险行为？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我们

更好地解决此类问题。

驴友探险被困事故频发

　　山地、荒漠、洞穴、高原……这些地方因为

有着日常难以见到的自然风光而成为一些驴友

探险游玩的绝佳地点。但并不是所有驴友都具

备专业的探险设备和野外生存知识，在各地因

擅闯未开发、未开放区域野游而遇险的事件屡

见不鲜。

　　2019年6月，安徽游客王某未购景区门票进

入了黄山风景区未开发、未开放的朱砂峰区域，

在攀登过程中，因为山势过于险要而被困岩壁，

情急之下，王某报警求助。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接

警后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救援。最终在公安、消防

等部门的联合救援下，历时7小时5分，王某成功

脱险。

　　虽然王某最终安全下山，但根据《黄山风景

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规定，他需要为自己

这一“任性”探险买单。经核算，对王某的救援行

动分为公共救援费用和有偿救援费用，累计

15227元，其中有偿救援费用3206元，由王某自行

承担。

　　王某是幸运的，他被困后，能够通过手机及

时报警，救援人员可以及时定位到他的被困位

置并了解其身体状态。而一些在探险途中失联

的驴友，搜救起来难度要大的多，风险很高。

2020年8月，四川省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接

到外地市民反映情况称，自己的两位好朋友进

入峨眉山探险后已经失联两天。随后当地消防

救援部门立即组织17名骨干成员与当地公安、

景区应急救援队等人员赶到现场，连夜展开搜

救。由于这两位驴友失踪区域属于未开发的原

始森林，山高林密，环境复杂，加上连续降雨和

大雾天气，搜救工作艰难地推进。两天后，救援

人员终于确定了被困驴友的位置，又经过6个多

小时的艰难救援，才将两人安全带到山下的搜

救指挥部。

　　事后，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依据《峨眉

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对两位驴友

擅自进入峨眉山景区未开放区域的行为进行了

批评教育并作出罚款处理，同时两人承担了两

万余元的救援费用。

有偿救援得到正面肯定

　　面对频频发生的驴友遇险事件，全国多个

景区均已推出有偿救援制度。

　　四川省稻城亚丁景区2018年8月起实施的

《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有偿搜救制度》规定，在

景区范围内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等户外活动及

未按规定线路、区域旅游而发生事故，景区施行

有偿搜救，并且依据不同区域和不同的搜救难

度，搜救费用分别为1.5万元和两万元起。

　　在2018年7月《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

施办法》施行后，近日黄山市又就拟定的《指导

意见》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拟将有偿救援的范

围从黄山风景区扩展到黄山全市山岳型景区，

引起网友极大关注。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可以

看到，网友对该政策的正面评价占比较大，部分

网友留言“有偿救援应当在全国景区推广”“支

持黄山景区有偿救援”，也有网友建议景区做好

安全防范措施，保障游客和救援人员的人身安

全。此外，还有一些网友表示担心，高额的救援

费用会不会使求救者放弃救援从而失去救援时

机，会不会产生“先谈价后救援”“坐地涨价”等

道德风险。

　　对此，曾参与《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

施办法》专家论证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明发说：“有偿救援

政策的最初出发点就是通过让驴友分担救援费

用的方式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和公共资源的不

合理使用频次，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

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导意见》的开头，首先

就明确了有偿救援的基本原则：有偿救援应当

遵循“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先救援

后追偿原则、有偿救援与公共救援相结合原则、

教育与警示相结合的原则。

　　既是有偿救援，那么救援费用的核算无疑

是一个关键问题。部分网友建议：“所有救援费

用应当由涉事驴友一人承担”“有偿救援应该提

高救援费用”“在救援过程中，救援人员遭遇的

人身伤害应当由涉事驴友负责赔偿”。也有部分

网友表示，救援是否收费、收费多少，不应该一

刀切，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

　　“收费应有区别，对那些恶意进入未开发区

导致的救

援，应当收且高额

收；对正常情况下意外造成的

救援，应视情况收，甚至可以免收。”有网

友写到。

　　“有偿救援是相较于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

机构实施的无偿救助（即政府救助)而言，旨在

表明被救助者需要分担一定的救助费用，而不

是指救助机构通过救助行为获得经济利益。对

于具有法定救助义务的机构实施的救援行为，

不应当让被救者偿还费用。”李明发认为，“厘清

应由驴友分担的救援费用的范围及其求偿方

式，是有偿救援制度实施的核心所在。”

建立多元防控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旅游安全救援过度依赖政

府的公共救援机构，救援费用也由政府财政承

担，这些来自纳税人的钱如果用于因驴友的任

性行为而造成的救援行动，其使用的公平性和

合理性可能会招致公众怀疑，这也是黄山景区

要求王某承担有偿救援费用后，网友纷纷点赞

的原因。”李明发说，在这一背景下，黄山市拟在

全市范围实施有偿救援制度，不仅能够减少遇

险事故的发生，还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财政资

金的合理使用。

　　李明发还表示，出台的《黄山风景名胜区

有偿救援实施办法》和将要出台的《指导意

见》，只是地区性规范。为了增强有偿救援这一

政策的权威性和科学性，需要进一步推进地方

立法，同时在立法过程中，要注意调研论证，使

有偿救援涉及的多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更加均

衡合理。

　　除了落实有偿救援制度，旅游风景区也应

当加大宣传警示力度。安徽法治与社会安全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徽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朱庆

说：“景区应当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设立明显

的标志牌，在门票上注明未开发、开放的区域等

等，提前告知游客可能存在的危险，此举会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这类危险事件的发生。”

　　同时朱庆还建议，对于那些未经允许踏入

禁止穿越、攀登区域的游客，景区可以适当引入

“黑名单”制度，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再次进入

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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