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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会有不法分子在网络平
台或交流群中兜售所谓“高考真题”

“绝密答案”等，标榜“准确率极高”
“违约退款”等诱惑信息，并以“预付
订金”等名义要求用户先付款。有
的不法分子声称可以花钱雇用“枪
手”替考，还有的借传送“样题试卷”
的名义向用户电脑或手机发送病
毒，套取用户信息。

【案例】2019年6月12日，山东
济南警方破获一起网络售卖高考押
题试卷骗取考生家长钱财的案件。
据民警介绍，数万元一套的高考押
题试卷,其实是嫌疑人李某花几百
元从书店和网上买来的普通考试试

卷。李某利用家长想提高孩子高考
成绩的急切心理,冒充某知名辅导
机构负责人向家长兜售所谓“高考
押题试卷”，骗取多位家长钱财共计
十余万元。2019年7月，红星新闻
报道一名在校大学生高考当枪手被
判刑期4年6个月。

【提醒】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
级材料，其保管和运送都有严格的管
理措施，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
封闭式管理。考生及家长不要存侥幸
心理，不要相信那些能提前拿到高考
真题或答案的言论。不要在网上购买
所谓“高考真题”“绝密答案”等。购买
涉密材料，本身也是违法行为。

《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为他
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
其他帮助的”“为实施考试作弊行
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
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代
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
一款规定的考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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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明确，对
在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司法考试
等4大类“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
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盲信“神押题”，考生泪两行

“神押题”“内部指标”“判卷内幕”？

这些高考谣言别再信了

每年高考前夕，网上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借高考之机炒作一些虚假信息，误导考生和
公众。为此，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部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高考假新闻、
假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网络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希望各网站不为谣言提供平台，希望
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高考阅卷严又严
切忌胡乱做猜测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前后，总
有人炒作某地高考阅卷工作极不
严肃，阅卷教师甚至不管对错，乱
打分。事实证明，发布这些帖子
的人往往是为博取关注，还有的
是部分高考成绩落差较大或考试
不理想的考生和家长武断地认为
是阅卷出了问题，胡乱猜测。

【案例】2019年高考前，一篇
题为《惊人！！！中国高考判卷内
幕，寒心啊！》的文章在网上热
传。该文作者自称是“山西某中
学教师”，参与过高考阅卷。在阅
卷过程中发现，有一些阅卷老师
为了赶进度，不管对错随意批改，
而且复核者也未发现问题，甚至
出现了“20 分题被给 0 分”的极
端情况。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高
考关系着考生的前途，但阅卷是
考生的关口。考生能否顺利过
关，不完全决定于学习成绩和答
题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
考生的运气，阅卷老师的心情。”
此文涉及高考内容，吸引眼球，在
网上流传至少已经超过10年，内
容严重失实。由于内容过于“惊
世骇俗”，每年高考之后总会被好
事之徒拿出来传播。2019年，教
育部官网在盘点高考谣言时已对
该文进行过专门辟谣。

【提醒】现行的高考“网上评
卷”模式，从制度设计到实际操作
充分体现客观公正。评卷教师要
过“四关”，一是资格关，评卷教
师以高校教师、中学教师及教研
人员为主，对评卷教师的教学时
间、教研经验、评卷经验及专业技
术职称等都有具体要求；二是培
训关，所有评卷教师都必须经过
严格培训，熟练掌握评分细则和
要求；三是考核关，所有评卷教师
都必须通过评卷流程、要求、系统
操作、保密等考核，考核不过关，
不得参与评卷；四是试评关，正式
评卷前，所有评卷教师要进行试
评，即评卷教师按照评分细则对
样卷进行试评，检验其对评分细
则和宽严的把握情况，不合格的
再次进行培训，全部合格后方可
进行正式评卷。

阅卷一般实行“一人评一题”
“双评制”，“双评”超过一定差值
的，则提交第三位教师进行“三
评”，确保评卷分数的准确和有
效。此外，评卷系统还制定了严
格的评卷质量监控体系，对评卷
质量进行全程跟踪、实时监控和
分析，及时预警和提示等，确保出
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

据教育部网站

以往高考期间，网上经常流
传××考生准考证丢失的信息。网
民看到后替考生着急，迅速在群内和
朋友圈转发，短时间形成影响范围较
大的舆情。有不法分子往往借此虚构
情景骗取网民同情，提供虚假信息，所
留手机号多为吸费音讯电话。若有好
心人按照电话号码回拨，并且按电话
提示音操作，就可能掉入吸费陷阱。

【案例】2019年高考开考前夕，微
信群、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流传着一则虚
假信息，声称“捡到一张高考准考证，刘
思宇，考点在实验高中，请朋友们转发，

让刘思宇联系1560633××××。一
定帮他群发一下，这孩子一家肯定急死
了。扩散，扩散，别耽误孩子高考！”从
2016年的“白娅倩”到2017的“杨雷
雷”“孙超”、2018年的“刘明炜”“刘明
婷”，再到2019年的“刘思宇”，年年丢
失准考证，内容如出一辙。

【提醒】看到类似信息，建议先
跟考生所在中学或各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公布的举报电话联系确认。在
未经核实的情况下，建议不做转发，
更不要拨打信息中的联系电话。《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
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
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
款。《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对于编
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
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
者明知是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
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网上常有假信息，提醒网民擦亮眼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
不熟悉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
骗。有的声称不用看分数，只要花
钱就能搞定；有的吹嘘自己可以弄
到某某大学定向招生计划，保证录
取，公开叫价，收取高额“定向费”。

【案例】李某得知高某的独子即
将参加高考，遂告知对方，其舅舅在
北京一知名高校任教授，可通过“内
部指标”帮孩子上大学，只要肯花钱

就行。高某孩子的成绩出来后，分
数只能上三类本科院校。高某求助
李某，并根据对方要求支付了15万
元“活动”经费。高某也拿到了李某
带来的录取通知书，但此通知书上
的录取学校是一所并不知名的学
院。对此，李某称，孩子只是暂时先
在该学院军训，结束后可转入之前
所说的名校读书。然而，军训结束
后，孩子仍然在这所学院读书，同

时，高某还了解到，这家学院面向社
会招生，毕业后也无法提供国家承
认的学历。意识到被骗的高某遂报
案。最终，李某被判刑，此前骗取的
十几万元也如数退还高某，但此时
距高校开学已过去数月。

【提醒】高考招生录取工作都是
在网上进行，并严格执行已公布的招
生计划，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
标”，更不会向家长收取高额费用。

招生政策熟于心，骗子只能绕道行

同学们以良好状态迎接高考的到来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