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北定
州一段“母亲考场
外等待儿子，两人

见面后相拥流泪”的视频感
动了无数网友。

不少网友称这位妈妈
为“最美妈妈”“这位妈妈身
上的制服与旗袍相比也毫
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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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你哭什么呢？”

任红娟是定州市的一名环卫工人，6月8日下午5
点左右，她工作结束后，来到儿子任旭明参加考试的
考场外，想看一看正在参加高考的儿子。

任旭明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封闭式学校，任红娟已
经有十几天没见到儿子，因为儿子没有手机，她也不
确定能否见到儿子。随着英语考试交卷铃声响起，很
多考生开始往外走。

任红娟在人流中一眼就看见了儿子，任旭明也看
到了自己的母亲。他激动地跑过去，抱了下母亲，

“妈，你哭什么呢？”看到母亲流泪，任旭明也忍不住流
下泪水。任红娟说：“我看见你高兴。”边说边把手里
的水递给了儿子。

回忆起那一幕，任旭明说：“我的母亲平时工作很
辛苦，抽空来看我不容易。当时看到她，心里特别激
动。”

当天，母子俩没说几句，任旭明便要回到学校，准
备下一场考试。

家里有面“奖状墙”

今年52岁的任红娟，做环卫工已经5年了。她的
丈夫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夫妻俩靠着勤劳工作把两个
儿子抚养长大，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定州
上班。

母亲这些年的辛苦，任旭明一直看在眼里。“我妈
早上5点多就出门了，风吹日晒，比以前黑了好多，双

手粗糙了，白头发也多了。”
为了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加倍努力地学习。

在任旭明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中学时获得的奖状：成
绩优秀奖、学习标兵……任旭明说，高三的学习中，也
曾有过迷茫和倦怠的时候，但他都“逼着自己坚持下
来了”。

任红娟表示，儿子在生活上也很懂事，“以前放假
在家的时候，他都会提前把饭煮好，让我下班回来能
多休息会儿。高三他每个月回来一次，我们上着班什
么都顾不上，家务也是他帮着做。孩子长大了，也知
道心疼我们了。”

儿子计划暑期打工

在任旭明家的门口，挂有“军人之家 光荣退役”
和“光荣烈属”的牌子。任旭明的太爷爷是烈士，爷爷
是一名退役军人。爷爷经常教育任旭明，“要好好学
习，长大成为一个诚实、善良、有责任感的人。”

任旭明也时刻记着爷爷的教诲。即将到来的假
期，他计划出去打工，“我想过早点自强自立。再一
个，也能帮着减轻家里的负担。”目前，任旭明心仪的
大学是河北地质大学，他想报考这所学校的地质相
关专业。

任旭明和母亲的视频在网上走红之后，有人提出
要资助任旭明上学，但任红娟拒绝了：“我和孩子的爸
爸都还年轻，供得起孩子上学，我们也不想给孩子心
理负担，希望他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据央视新闻

考场外 这对母子感动全网
母亲婉拒好心资助 儿子计划暑期打工

任旭明（左一）与母亲、哥哥合影

高考结束 谨防骗子盯上你
高考结束后，考生和

家长终于能放松放松，这
时一些骗子开始盯上考生

和家长。高考结束后，这些事情一
定要注意。

“提前查分”骗局

高考结束，学生和家长最想知道分数，诈骗分子便
会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通过家长群、考试群、手
机短信等渠道发送“提前查询分数”的虚假广告链接实
施诈骗。链接中会要求填报身份证、准考证等相关信
息，并缴纳一定的查询费用，一旦上当不但会有财产损
失，还会泄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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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填报志愿指导”骗局

不法分子假冒“权威专家”，自称掌握“内部大数
据”，利用中介或网站、APP等对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指
导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各地教育部门明确表示，没有跟任何社
会性质机构或企业合作，商家所谓的“内部大数据”纯属
造谣和营销。考生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
助，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自己的命运掌
握在自己手里，勿让骗子乘虚而入。

“可修改成绩”骗局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想顺利通过考试的心理，
通过散布“考试未过，可内部操作”“内部加分”“交钱包
过”等诈骗信息，声称可以通过黑客的技术手段进行改
分，骗取事主转账。

警方提醒：高考成绩评分、统计、公布均有严格流
程，对自己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复查试
卷，但不可能通过所谓的“内部人员”修改成绩，切勿因
为一时想走“后门”落入骗子的陷阱。

“奖学金”骗局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考生身份信息后，假冒
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身份，以符合“奖学金”“助学金”或

“高考补助金”资格为由，骗取押金或手续费。
警方提醒：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

电话、信息，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助
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
或学校联系求证。

“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骗局

骗子对考生家长谎称某高校招生名额没招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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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骗局中，骗子也会谎称有特殊关系，可
以购买“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

警方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
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
标”，100%是诈骗！

“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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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骗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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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官网认证的链接
或学校、教育部门官方发布的网址进入，转账汇款时要
通过多种途径核实账号真伪。

“伪造虚假查分网站”骗局

不法分子通过短信发送带有木马链接的虚假查分

网址，从而获取手机所关联的银行卡信息，或者声称可
帮助提前“有偿查分”的方式诈骗钱财。

警方提醒：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
官方查分网址和查询方式，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冒充军校招生”骗局

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军校招收“地方委培生”“自费
生”“国防生”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军队公文印章，冒充
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
业后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实施诈骗。

警方提醒：军校招生无内部指标，不会计划外扩招、
提前“预录”，更不会向考生和家长收取费用，切勿相信。

“艺术招生”骗局

艺术类招生种类繁多，投档排序规则和操作程序复
杂，一些不法分子抓住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利用录
取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声称只要交钱就可以从中运作

“帮忙搞定”，或以“不交钱就不录取”“不交钱就退档”威
胁考生和家长，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警方提醒：艺术类招生，均有严格的分数线等条件
限制和统一投档等招生程序。考生可通过教育考试院
官网查询录取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定向招生”骗局

一些骗子利用国家定向招生政策，欺骗考生和
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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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所谓“定向费”，以诈取家长
钱财。

警方提醒：各省市的定向招生计划与其他招生计划
一样，由省招办集中统一投档录取。除了省级招办，没有
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可以办理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手续。

据南岸公安

任红娟给儿子递水（视频截图）

任旭明获得的奖状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