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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各地高考成绩陆续
公布，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
启动，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
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通过
编造不实信息、虚假夸大宣传、
制造报考焦虑等方式实施诈
骗。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检察院就公布了一起涉考招
录诈骗案的细节，提醒考生和
家长。

案件中，嫌疑人谎称自己
有“门路”，能帮考分不够的孩
子读大学，先后诈骗多名被害
人数百万元。

去年2月，一名女子走进常
州市武进公安分局马杭派出所
报警称，她和丈夫李先生花钱
托 人 给 儿 子 李 小 某 办 进 了
大学。

民警了解到，近两年来，李
先生一家被朋友强某以托关系
帮孩子上大学，低价团购商品
房等名义，先后骗取了400多万
元。随后警方对强某进行了传
唤审查。

经审查，强某是常州某建
筑公司负责人，由于经营不善
欠下了巨额债务，为还债他动
起了歪脑筋，将目光瞄准李先
生一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为了让李先生一家相信自己，
强某竟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儿子
强某鹏也伪装入学，成为骗局
的一部分。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陈斌介绍，他对受害人说，他去
帮他儿子做这个事情。受害人
想，他总不至于坑自己的儿子，
就把钱给了他，顺便自己也可
以搭一个便车。

2021年，李小某和强某鹏
参加高考，但成绩都没有达到
学校招录的分数线。强某称，
自己的朋友“有门路”，花点钱
就可以内定某警官学院针对江
苏的委培生名额，毕业之后还
包分配。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助理俞杭介绍，(他声称)通过
所谓点招委培的方式，招录到
警官学院，而且还能够包分配
工作，有正式的警察编制，他这
样一说，受害人就非常动心。

紧接着，强某精心设计了
诈骗的话术，他向李先生夫妇
表示，委培生仅有一个名额，按
计划他是打算留给自己儿子
的，如果再争取一个名额，需要
加塞花钱。

陈斌说：“他一开始说名额
已经好了，如果后来实在不行
的话，可以强加塞一个名额，但
强加塞一个名额的话，代价就
比较大了，而且也比较困难。”

强某一方面编造争取委培
生名额的难度很大，一方面又
对李先生一家夸下海口，说自
己能搞定李小某的上学问题。
李先生为此先后花费了60万
元，终于帮自己的儿子拿到了
所谓的名额。

““高高招招””
■ 延伸阅读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
露，近年来一些拥有AI技术的
公司进入高考志愿填报市场，
是因为技术需要实际应用场景
来实现商业价值。然而，如果
对志愿填报工作缺乏深入了
解，便无法真正帮助考生和
家长。

AI等技术手段辅助高考志
愿填报的作用有多大？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陆
明涛曾在社交平台上发起讨
论，“什么时候我问国内大语言
模型，如高考填报志愿时，国内
哪些学校的计算机相关专业要
求必考物理，哪些学校没有要
求，如果能够自动统计生成列
表 ，那 这 就 算 是 训 练 到 家
了……”

陆明涛认为，通过人工智
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的确可以
帮助考生和家长进行信息搜集
和交互对话，“但现有的高考志
愿填报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协调
博弈，即所有人都在进行网络
填报，每个人的选择都取决于
其他人的选择，所以就可能出
现过分拥挤导致填报失败和成
功捡漏等意外情况。更重要的
是，报考专业的决策更取决于
对未来这些专业所对应的就业
前景、职业生涯、行业空间等长
期趋势预测的贴现值比较，在
这方面人工智能几乎不可能帮
上忙”。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辅助
高考志愿报考，总体来说是短
期有用但不能太指望的。“家长
和考生应当明白自己才是最终
的决策者，不应过多指望他人
或人工智能为自己提供一劳永
逸的决策。”

目前高考志愿填报市场
上，除了“风头渐起”的AI产品，
也有不少家长依旧选择数千元
甚至上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师
服务，或购买更为便宜的“志愿
卡”、下载相关软件进行查看，
但对其专业度、准确度褒贬
不一。

去年为儿子填报高考志
愿，北京家长陈珊（化名）也发
现，能够“指导”填报志愿的
App不少。她选择了其中一款
App，花了不到300元开通会
员后，通过平台的AI大数据技
术快速筛选出了录取线在分数
范围内的高校。

不过，陈珊觉得，即便软件
里已经预估出“冲、稳、保”的高
校，“还是要和学校发的报考指
导手册进行对比确认，挑选出
心仪高校和专业后也要打电话
给招生办咨询再确认，不能怕
麻烦”。 据《中国青年报》

“AI志愿填报师”
能信吗？
可参考，别指望

李先生原本以为60万元
就搞定了自家孩子上大学的
大问题，没想到事情并未就此
结束，强某又先后以事情被人
举报可能败露为由，向李先生
一家继续索要钱财。

2021年8月底，强某鹏和
李小某临出发去报到的当天，
强某突然向大家宣布了一个

“坏消息”。
俞杭说：“(他声称)首先要

打点费用，打点了之后被相关
人员举报，纪委又在查处，又
要去打点，又再次去索要打点
费用。”

为了处理所谓举报的事，
强某先后又问李先生要了37
万余元的经费。直到2022年1
月，强某称已经摆平此事，两
个孩子可以继续上学，但是

“因为当地疫情严重，这一学
期需在家自学。”

俞杭介绍，他自己从网

上打印了这些学校的入学通
知，从网上购买了一些书籍，
假装是学校让他们入学。又
谎称因为疫情期间，小孩不
能直接去学校报到。他利用
信息对称差，又持续对受害
人进行诈骗，在这期间强某
又以宴请领导、拜年、托关系
照顾孩子学业、交学费等诸
多借口，从李先生那陆续诈
骗了百万余元。

就这样，在强某的所谓
“安排”下，两个孩子整个大
一都“在家自学”。转眼又过
了半年，两个孩子即将“升大
二”，为了打消家人和李先生
的顾虑，强某趁着暑假把两个
孩子带到学校“重新办理入学
手续”。

陈斌说：“在学校门口拍
了个照，他骗两个孩子说，你
们两个不能进去，只能我进
去。然后强某就到学校里面

去转了一圈，出来之后他对两
个孩子说，手续已经办得差不
多了，然后就把两个孩子给带
回去了。”

收到强某发来的两个孩
子在学校门口的照片，李先生
夫妇不仅放了心，还十分感激
强某的付出。

俞杭介绍，回家后强某在
学校官网下载了一张转专业
的表格，并称回传给校方后，
即默认升为大二学生了。

直到2023年寒假，因无法
再用“疫情”当借口让孩子在
家自学，强某只得答应年后带
着两个孩子去学校报到入学，
可就在孩子们临行前一天，强
某突然失踪了，而两个孩子在
官网反复查询自己的学籍信
息，却始终查无此人。此时，
所有人恍然大悟，所谓高校的
内定名额竟是一场弥天大谎。

谎称遭举报需在家自学 继续索要钱财

““能能人人””包包办办、、““内内定定””上上大大学学…………

考考生生和和家家长长要要警警惕惕
这这些些 骗骗局局

相信可“花钱上大学”多名考生家长被骗

强某的骗术不仅让受害
人李先生一家信以为真，其
间，还有其他受害人听闻花钱
就可以搞定上大学的内部名
额，也主动找到强某，要求为
自己没达到录取分数线的子
女办理入学。

2022年，张先生一家通过
强某的妻子了解到“运作入
学”的事，先后转账70多万元，
委托其帮女儿就读省内的一
所高校。

陈斌介绍说，因为强某的
社交面比较广，之前的确帮过

受害人的忙，受害人就认为强
某关系多、熟人多、能力也比
较强。在强某谎称为张先生
的女儿托关系上大学的同时，
李先生夫妇又陆续因强某虚
构团购的低价房和运作升职
又被骗了200多万元。

2023年6月28日，常州市
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以诈骗
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伪
造身份证件罪对强某提起公
诉。法院经审查查明，被告
人强某虚构其可以通过走关
系帮助被害人李先生的儿子

和张先生的女儿录取相关高
校，帮助被害人李先生提拔
职务，又虚构优惠团购房屋
的事实，长期多次骗取两名
被害人的财物，共计价值人
民币472万余元。

另查明2019年期间，强
某曾受他人请托，承诺帮助
外来务工人员的三名子女入
学，因不符合入学条件，强某
指使他人伪造了该学区所属
范围内的居民户口簿和房屋
产权证，随后法官当庭作出
判决。

教育部：高校招生录取 谨防上当受骗

教育部6月29日发布提示，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应从正
式渠道了解、确认考试招生政
策和信息。一旦遇到谎称花钱
能上好大学、好专业，分数不够
也能上大学等情况，要及时报
警。教育部提示，广大考生如
果遇到以下四种情况要警惕。

一、收到“疑似作弊”短
信，要警惕陷入骗局

高考后，有考生收到“某
教育部门”或“某招生考试机
构”等发来的短信，称在考场
监控录像回放倒查中发现考
生存在疑似作弊行为，将取消
考生的高考成绩，并要求拨打
短信中留下电话号码咨询确
认。考生一旦回拨电话，可能
被诱导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
APP，缴纳费用或保证金等，
最终造成财产损失。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切
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违规
的短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
点开相关链接。

二、“内部渠道”不可取，
“内部指标”不可信

2022年，周先生找到了
对外宣称有门路拿到“军校
内招名额”的贺某。之后，贺
某以跑腿费、打点费等为由
向周先生索取37.5万元。直
至招生工作结束，周先生的
女儿都没有被贺某所承诺的
学校录取。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计
划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
向社会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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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所
谓的“内部指标”。

三、认清不同教育类型，
切莫马虎“上错学”

有些考生高考分数达不
到高校录取要求，被不法分子
利用，交纳高额录取费、手续
费等，入学之后方知上当受
骗。甚至有的考生拿到毕业
证书时才发现根本不是普通
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教育部

提醒，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除
了普通高等教育之外，还有成
人高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
多种形式。不同的招生类别，
其入学条件不同，考生和家长
务必要仔细辨别。

四、伪造录取通知书，擦
亮眼睛看仔细

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
办工作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
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相关录取
短信，甚至伪造虚假招生网
站，诱骗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
定银行账户。

教育部提醒，2024高考护
航行动已协调有关互联网平
台对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
校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进行了权威标识。考生和家
长应通过官方发布、认证的网
站确认录取信息，切勿打开来
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
核实账号真伪的情况下轻易
转账。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