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日起，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
布，重庆预计25日左右公布成绩。临
近查分时间，不少不法分子会利用考

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精心设计多种骗局。
警方提示：以下陷阱易中招，广大考生和家

长一定要注意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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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25日左右公布高考成绩
6个常见涉高考骗局千万别信

内蒙古通报那某某茜
有关情况初步核查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联合工作组21日就演
员那某某茜有关情况通报初步核查结果。

关于那某某茜高考报名和录取问题，
通报称，2008年，那某某茜在户口所在地
呼和浩特市，以呼和浩特第八中学城镇应
届生身份参加高考报名，但实际没有该校
就读经历及学籍，相关行为涉嫌高考报名
材料造假。经核查，那某某茜2008年高
考文化课总成绩为449分（文科），专业课
成绩为87分（满分100分）。按照上海戏
剧学院2008年招生简章规定，在考生文
化课和专业课成绩均达到合格线的基础
上，结合招生计划及考生志愿，按照专业
课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关于上海戏剧学院内蒙古委培班设
立问题，通报称，1982年，内蒙古曾委托
上海戏剧学院培养过1个班次艺术生。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
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要求，2007年11
月，当时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领
导小组与上海戏剧学院签订协议，在上
海戏剧学院设立内蒙古委培班，选拔培
养艺术人才。2012年10月、2018年12
月两次续签协议，至2020年共招收12届
学生（2014年停招1年），其中，2008年、
2013年、2020年为3个整班次。2021年
项目终止招生。

关于那某某茜委培违约问题，通报
称，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领导小组
与上海戏剧学院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

“学生学习合格者可获得乙方（上海戏剧
学院）本科文凭，返回内蒙古自治区就
业。毕业证、学生档案由上戏统一转交
甲方（领导小组）颁发、管理”，并明确学
费由学生个人承担。2008年6月，领导
小组办公室（甲方）与那某某茜等同学
（乙方）签订委培协议，约定“乙方毕业
后，必须按甲方要求返回内蒙古自治区
从事与委培目的相应的工作”，“如甲方
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无法安排乙方就
业，则允许乙方自主择业”等。

通报称，事件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联合工作组，并将根据核查结果督
促启动相应处置程序，依法依规对涉事
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同时，举一反三，完
善制度，加强管理。 据新华社

以“名校培训”“预先录取”
为诱饵实施诈骗

近期，有诈骗人员利用“名校培训”“预先录
取”等为诱饵实施诈骗。江苏昆山市民张女士就
收到QQ弹出的好友申请，点进去一看发现是自
己“女儿”的新号。网络对面的“女儿”称自己要
参加一个所谓的“名校专家”培训班，正在试听，
感觉效果很好，需要缴纳“保证金”锁定名额。

“女儿”发来了负责报名的所谓“教务处主任”
的QQ号，张女士添加后，“教务处主任”提供了预
录取通知书和收款账户，表示报名参加需要先缴
纳3万元的费用，张女士便尝试进行转账，与学校
老师电话核实，发现对方是骗子，立即报警。

民警提醒，切不可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汇
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或被骗，请立即拨打110
报警。

伪造虚假查分网站
填写银行卡号等实施诈骗

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或者短信发送虚假查
分链接，诱导考生和家长点击，要求填写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信息，进而实施诈骗。

民警提醒，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认定的官
方查询方式，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广大考
生不要在社交媒体随意晒出包含准考证号、身份
证号等信息的照片，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谎称有高校内部指标
伪造录取通知书等诈骗

不法分子谎称有高校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
缴纳费用即可获得。还有的诈骗人员会冒充高校
招生办人员给考生寄送或发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
要求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户以骗取钱财。

民警提醒，高校招生严格按照政策执行，不
存在所谓的内部渠道，也不会产生额外附加费

用。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一定
要通过学校官网核实真伪，切勿轻易转账汇款。

谎称“内部渠道可提前查分、改分”
实施诈骗

在各类重要考试结束到出成绩期间，各类查
改分骗局也屡见不鲜。盐城的小张就在参加完
考试后，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受害人突然收到一条声称“内部渠道提前查
分”的短信，便添加了短信中的QQ号码，向对方
咨询提前查分事宜。

很快，对方告知小张本次考试未能通过，并
表示若想及格，缴纳3600元就可以通过系统后
台改分。毫无防备的小张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随即转账支付。结果对方让小张继续转账
10000元的时候，小张反应过来并报警。

民警提醒，招生考试的成绩发布流程往往有
其规范，不要轻信他人的“小道消息”。各类考试
不存在提前查分、违规改分的操作。广大考生务
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此类信息，一旦发现可疑
情况，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假借高考填报志愿咨询机构的身份
实施诈骗

有些不法分子打上高考招录和考生填报志
愿的主意，设下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就等着考生
和家长上钩。

比如填报高考志愿前，诈骗分子会盯上考生
和家长迷信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心理，假借高考
填报志愿咨询机构的身份进行诈骗。考生和家
长一定要按照学校的通知前往填报地点，对于社
会举办的收费性质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要
提高警惕，所有的高考政策及信息，一定要以官
方公布为准。

用虚假注册信息
伪装跨国留学中介公司诈骗

高考后有不少考生选择出国留学，诈骗分子
也会利用考生和家长求学心切的心理实施诈
骗。他们会通过虚假公司注册信息伪装成跨国
留学中介公司，骗取中介费用。

如果考生选择留学机构，要选择规模较大、
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好、经营状况佳的留学中
介。在缴纳中介费用时，一定要谨慎看清合同，
不要被机构所谓的“优惠”“折扣”冲昏头脑。

据央视新闻

暑期是大学生学车高峰
执法部门教你这样维权

每到暑假，驾培行业就会迎来以学
生为主体的“学车热潮”。如何选择合规
驾校、培训过程中驾校和教练的是否有
不合规行为、自身权益受损时该如何维
权？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将在全市开展驾
培护学进高校活动。

日前，首场活动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沉浸式插画展区”

“案例讲解区”“视频互动体验区”，将“低价
陷阱半路加价”“驾校卷款闭店”“教练吃拿
卡要”“教练擅离职守”等常见侵权行为转
化为可视化场景，直观地让学生了解和掌
握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向近2000名学生
普及驾培相关法律法规及维权知识，现场
教会学生如何识别违规教学行为和固定证
据方法，并发放了《驾培维权指南》。

针对暑期学车高峰，重庆市交通运
输执法总队已在中心城区的19家一级
驾校及347个驾培场地设立了执法公示
牌，学车过程中若遇到纠纷，学员可拨打
电话 023-89077770、12345、12328 投
诉维权，也可以通过扫描驾校公示牌上
的二维码进行举报，或线下前往高校“维
权联络点”和总队执法流动工作室反映。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重庆这几
天多阵雨

6月 22日白天，
重庆市大部地区阵
雨，雨量普遍小雨，中
部地区中雨，气温
18～32℃。截至下
午3点，黔江、秀山、
酉阳三地最高气温跌
至“1”字头，重庆市内
除了潼南，最高气温
均在30℃以下，感觉
凉爽。

根据重庆市气象
台预计，6月23日白
天到24日白天，大部
地区多云，部分地区
有阵雨；6月24日夜
间到25日白天，各地
阵雨或雷雨，雨量大
部地区中到大雨（15～
40毫米），部分地区暴
雨（60～90毫米）。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6 月 23 日白天，
东南部地区阵雨转阴
天，其余地区阴天到
多云，气温17～35℃；
中心城区阴天转多
云，气温23～32℃。

6月23日夜间到
24 日白天，中西部偏
南和东南部地区多云
转阵雨或雷雨，其余
地区阴天到多云，气
温 18～34℃；中心城
区多云转分散阵雨，
气温24～32℃。

6月24日夜间到
25 日白天，各地阵雨
或雷雨，雨量大部地
区中到大雨（15～40
毫米），部分地区暴雨
（60～90 毫米），气温
18～29℃；中心城区
中到大雨，气温 24～
27℃。

据新重庆-上游
新闻记者 何艳

重庆晨报
民生在线
扫码关注
难事、烦事、委
屈事、不平事、
新 鲜 事 告 诉 我
们，记者帮你办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5年6月22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516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6 6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516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6 6 2 3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
第25070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2 6 5 9 2 5 +11

交通执法人员向学生宣传学车维权知识
重庆交通执法总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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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助力考生志愿填报靠谱吗？专家提醒：可参考不能全信

相 关

重庆高考成绩预计6月25日左右公布，志
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连日来，不
少考生尝试利用各类AI工具来填报高考志愿。
利用AI填报志愿究竟靠不靠谱？如何科学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为志愿填报赋能？

“对于AI辅助填报志愿工具要持理性接纳的
态度。”重庆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栾晓表
示，AI工具确实有不少优势，比如它能快速整合
高考政策、高校招生计划等海量信息，为考生和家
长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部分工具免费或
收费不高，相比传统人工咨询付费服务费用低。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工具同时存在一些潜
在问题。”栾晓称，一方面，互联网数据可能不准
确、不及时，而且推荐算法难以真正理解考生的
个性化需求和复杂情感，容易出现“AI幻觉”导
致错误结论；另一方面，部分工具或平台的服务
质量和效果难以保证；此外，还可能存在考生敏
感数据泄露的安全风险。

那么，如何科学、合理地使用AI辅助填报志
愿工具呢？栾晓给出了建议：首先，考生和家长
要从思想上明确工具定位，将AI视为填报志愿
的助手，利用其整合信息的能力拓宽选择范围，
但最终决策不能完全依赖它。其次，做好对比核

实筛选工作，优先选择口碑好、评价高的AI平
台，并同时使用多个平台对比分析推荐结果；输
入指令时务必准确，还要通过查阅院校官网、教
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等权威渠道查阅信息，
并结合线下高考招生咨询会，筛选出符合自身兴
趣、能力和职业规划的志愿选项。最后，借助AI
测评工具挖掘自身性格、兴趣、能力和价值观等
特点，结合大学和专业的短期学习目标以及毕业
后的长期职业目标，让志愿填报更契合自身实际
情况与发展期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周芳

一位考生家长（右一）在高招填报志愿咨询会上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