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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个醒

高校“录取季”
谨防招生骗局

□苑广阔（广西）

随着高招录取结果的陆续公布，一些家长为让孩子上好大
学，辗转托“能人”帮忙。有些人便瞅准这个时机，给考生家长

“画饼”，编造各种虚假理由，诈骗考生家长钱财。近日，北京高
招部门和海淀警方根据往年情况，总结了骗子的诈骗流程和 5
类“花言巧语”，给考生和家长以提醒。

随着全国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发布，高等院校的招生录取工
作也随之展开，各高校将陆续向被录取的考生寄发录取通知
书。而每年的这个时候，一些不法分子也蠢蠢欲动，利用高校
录取工作进行各种诈骗活动，很多家长和考生稍不注意就上了
不法分子的当，或者是被骗取巨额钱财，或者是耽误了考生正
常录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一般而言，不法分子利用高校录取工作进行诈骗，主要针对两
类人群：一是那些高考分数偏低的落榜考生。这类考生家长急于
给孩子找个学校上，为此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结果正中不法分子
的下怀，他们利用虚构的学校、虚假的招生资料，大肆忽悠，等钱财
到手之后，或者是百般推托，溜之大吉，或者是把考生骗到一些院
校的自学考试班、成人教育班，和之前的承诺自然是大相径庭。

二是那些分数虽然达到了录取线，但是又上不了理想学校
的考生，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一所热门院校学一门热门
专业，但通过正规的渠道又不可能，结果就给骗子提供了诈骗
的空间。不法分子往往吹嘘自己有背景，有关系，有门路，可以
弄到所谓的“内部指标”、“特招生”、“军校生”等名额，等家长信
以为真，就开始以疏通关系、请客吃饭为名向家长索要钱财，最
后结果自然是骗子溜之大吉，家长“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防范不法分子利用高校招录工作进行诈骗，首先一点需
要家长和考生加强警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其实以上
提到的两种诈骗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利用家长和考生
对招录信息的缺乏了解，利用双方之间的一种信息不对称，骗
得家长的信任。如果家长和考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对高校招
生计划、录取分数线、专业设置等信息提前作一番了解，就不会
那么容易上骗子的当了。

另外，家长和考生应该抛弃“低分上名校”、“花钱上名校”
等不切实际的想法，对于全国统一的高校录取工作，录取程序
正规，录取过程严格，根本不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发生，
一旦听到有人说他能弄到什么“内部指标”“特招生”，家长心里
就应该打个大大的问号。

经典雕塑将了广电总局一军

文艺复兴时期的裸体雕塑，大都
有着强健的体魄，其用意就是要通过
赤裸这种方式展现人体的力量。这种
对人内在价值的认识，有力地为人类
的思想冲破神学和宗教的束缚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大卫》这个

作品能够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若是将一个马赛克打到了大卫的生
殖器部位，那么这部经典的艺术作品，
其艺术能量所给人产生的震撼自然要
大打折扣。

从首播中打上马赛克，再到重播

中拿下马赛克，在这背后一定有着我
们看不到的思想斗争，也许还会比较
激烈。我们庆幸央视最后能够拿下大
卫生殖器上的马赛克，让这部经典的
艺术作品能够尽其最大程度给世人展
现其力量。 刁博

国家博物馆建馆100
周年的日子里，推出意大
利文艺复兴名家名作
展。央视新闻直播间的
新闻报道播出时，现场展
出的米开朗基罗著名雕
像大卫生殖器部位被打
上马赛克。顿时网上有
了一边倒的声讨。3个多
小时后的重播中，大卫身
上的马赛克被去除。
（7月10日《东方卫报》）

播经典裸体要不要打马赛克
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表明了人

们对于央视打马赛克的看法。网友“自
然茧破茧而出”评论，“既然这个新闻片
段是专门做艺术品的，怎么能这么不尊
重艺术品？谁在遮谁的丑？”是遮丑，还
是现丑？尽管央视重播时去掉了马赛
克，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初始态度已
经显而易见。

马赛克出卖了央视。为什么，别人在
欣赏艺术，你们却独独专注于生殖器？雕
像大卫阿波罗是一尊完美之作。人们一
般欣赏这副作品，欣赏的是其中的艺术价
值，很少专注于大卫的生殖器。央视报道
时打马赛克，恰恰证明了央视的“专注”，
央视的艺术欣赏品味为何如此？

也许央视这次打马赛克的行为另

有苦衷，今天媒体报道艺术作品，在敏
感部位打上马赛克并非鲜见。这或许
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媒体身上，可能我
们本来就缺乏对于艺术，对于性坦然面
对的氛围，这应该引起社会的思考。

此外，对于这种艺术品的态度，在
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现
状。 陈豫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