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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经历了高考前的思想焦虑
和心理疲劳，又承受着来自家庭、学
校的压力，精神高度紧张、疲惫，这
个阶段要多补觉、多休息;考生要对
高考有个心理预期，感觉能考上的，

要结合兴趣选择学校、专业，感觉不
理想的，是复读还是就业，都要考虑
成熟，要为身份、生活方式的转变调
整好心态，积极面对未来的人生。

专家建议,考生应制定一个活

动计划，循序渐进地增加娱乐项目，
要合理安排娱乐时间，丰富活动内
容，如将听音乐、运动、玩游戏、看
书、学习英语等活动结合，既照顾了
兴趣爱好，又增长了知识。

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15.8万人

7月25日零时起可查高考成绩

河南省2020年普通高考
历时三天，于7月7日至9日如
期顺利举行，接下来将转入评卷
阶段。7月25日零时起通知考
生成绩，考生可通过省教育厅和
省招办官网、官微，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河南招
生考试信息网、招生考试之友微
信公众号及各市县招生服务大
厅查询成绩，也可登录“豫事办”
平台进行查询。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王姝

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
115.8万人

据悉，河南省2020年高考报名
总人数115.8万人，共设标准化考点
800余个，考场近4万个。从各地目
前反映的情况看，全省高考疫情防控
工作扎实有效，考试组织严格规范，
考试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各级领导高度重视高考工作。
省委书记王国生亲自检查高考准备
工作，要求以高度责任感抓实抓细疫
情防控、考试安全、考生服务、招生录
取等各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举
措确保高考平安有序、公平公正。省
委副书记、省长尹弘专题听取高考疫
情防控工作汇报，并亲赴考点和评卷
扫描场所检查指导，要求全力以赴确
保高考安全平稳、公平公正。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高校工委
书记江凌多次听取汇报，并对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高考宣传舆论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副省长、省招委主任
霍金花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高考工
作，深入考区考点检查指导。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省政协副主席
高体健亲赴考点视察，对高考工作予
以指导。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深
入一线，靠前指挥。教育、宣传、网
信、公安、工信、保密、卫健等部门考
试期间联合值班，集中办公，各级各
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协同联动，强化
精准防控，确保健康高考；强化考试
安全，确保公平高考；强化真督实查，
确保平稳高考；强化考生服务，确保
温馨高考；强化宣传引导，确保诚信
高考。教育招生部门切实扛起主体
责任，统筹抓好考试防疫、组织管理、
考风考纪和督导巡视。纪检监察机
关紧盯关键环节，加强涉考监督执纪
问责。宣传部门坚持正确导向，全面
加强高招新闻宣传工作。网信部门
加强网络巡查监测，严格规范网上涉
考信息传播秩序。公安部门开展高
考安保专项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
工信部门开展拉网式电磁环境监测，
全面阻断考试作弊信号。卫健部门
联合教育部门制订组考防疫指南，派
驻专人指导考点防疫。财政、交通、
卫生、电力、通信等部门密切配合，全
力做好高考各项服务保障。社会各
界积极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关爱考
生、助力高考。

骗术五：伪造录取通知书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人员，向

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让考
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
以骗取钱财。类似此类骗局的手法
还有制造虚假的钓鱼网站，骗子的
目的就是骗取学生的生活费、学杂
费。

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在登录
学校和教育部门网站时，一定要有
鉴别真伪的意识。要通过教育部门
和学校官方发布的官方网址进入，
转账汇款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核实账
号真伪。

骗术六：机票改签、退票诈骗
很多考生高考结束后，父母都

会支持孩子出去旅游放松一下。暑
期也是出行高峰，一旦收到“飞机故
障、行程延误或取消，需要拨打退票
电话进行改签或退票”时，就要小心
了，这很可能是诈骗分子设下的“圈
套”，一旦按照短信中的联系方式退
改签，很可能被骗输入“验证码”，将
自己卡内的钱转给骗子。

警方提醒：接到航空公司短信
或电话称航班已取消时，不要拨打
短信上提供的电话，应登录航空公
司官网或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查询。

骗术七：刷单兼职诈骗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会选择

在暑期兼职勤工俭学。“网上刷单，
足不出户就能赚大钱!”往往能吸引
到不少学生。

警方提醒：“刷单兼职”十有八
九都是骗局，诈骗分子一开始往往
给一些报酬，待事主深信不疑后，诱
骗其不断刷单，不再返还本金和报
酬。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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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骗局中，骗子利用家长
“熬”不住的焦躁情绪作案，价格又
不贵，上当的人还不在少数。具体
操作手法为，高考结束后，骗子会通
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
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考生
一旦点击该链接，手机就会中“木马
病毒”，手机信息会被骗子在后台同

步窃取。不仅事主本人会遭受财产
损失，而且骗子还会利用事主的通
讯录，冒充事主本人，以各种理由继
续骗取其亲朋好友的钱财。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人查分时
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
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手机短信
里来历不明的链接。

骗术一：谎称可以“提前查询考分”

每年高考后便有考生和家长经
熟人介绍或网上获悉，得以认识能通
过“黑客”进入高招办系统的高人，修
改高考成绩，同时索要高价“服务
费”。曾有考生举报，称其同学遭遇
一个诈骗团伙，该团伙通过QQ联
系，专挑考生下手，谎称可以更改高
考成绩，要求先付费，其身边有几个
同学均已被骗。

由于害怕被校方知道更改成绩
的事情而受到处分，所以被骗的同

学一般都不报警。骗子“改分数”的
要价不等，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警方提醒：所谓的黑客入侵修
改分数在技术上也行不通。因为高
考网上阅卷并非在互联网上进行，
而是采用内网阅卷，根本不存在外
部黑客入侵的可能。考生成绩发布
前都做了原始数据存档和数据异地
备份，通过网络公布后，考试院会对
网上信息进行监控匹配，网站均设
立严密的防黑客病毒攻击系统。

骗术二：谎称可以“更改高考成绩”

往年，一位考生家长曾举报，称
其手机收到一条由陌生号码发出的
短信：“你好!我是××教育局，恭喜
你 孩 子 高 考 获 得 一 批 奖 学 金
￥5000。麻烦你提供一个银行账
户及身份证，直接转你银行账户。

谢谢!”这位考生家长非常警惕，并
没有相信对方，而是选择向公安机
关举报，提供线索。

警方提醒：除此之外，骗子还会
以“高考补助金”“复读补助”“保证
金”等各种名目实施诈骗。

骗术三：冒充教育局谎称可领“高考奖学金”

高考后如何调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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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诈骗陷阱要提防！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高考寻找诈骗机会，对此，近

期公安机关也总结出了一些典型诈骗陷阱，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谨防上当。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部门工作人
员，打电话或发短信给考生家长或
考生本人，谎称有“内部名额”“补录
名额”，对考生及其家长实施诈骗，
往往考生家长转账后，对方便失去
联系。

警方提醒：1.高考查分以及填
报志愿，请通过官方公布的正规途
径进行操作，谨防误入不法分子制
作的虚假网站或假APP。2.考生在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可以通过正
规招生官方网站查询核实。

骗术四：谎称有“内部关系、内部(补录)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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