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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学生不服从管理、扰乱课
堂秩序，甚至吸烟饮酒、欺凌同学，老师
能不能管？怎么管？记者29日从教育部
了解到，《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日前颁布，系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属性、
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的规则、程序、措施、
要求等。

规则明确，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
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在不服从、扰乱秩
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益等
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根据程度轻重，教育惩戒被分为三
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
轻微的学生，包括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

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
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
内站立、课后教导等；较重教育惩戒适用
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
戒拒不改正的学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
人训导、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
校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者
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严
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
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
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治
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
辅导矫治等。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

育惩戒，规则细化了禁止实施的七类
不当教育行为：一是身体伤害，如击
打、刺扎等；二是超限度惩罚，超过正
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
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
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三是言
行侮辱贬损，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
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四是因
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
全体学生；五是因学生个人的学习成
绩而惩罚学生；六是因个人情绪、好恶
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七是
指派学生代替自己对其他学生实施教
育惩戒。

全国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
我国人群总体处于新冠
病毒低感染水平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了解到，在我国遏制第一波新冠
肺炎疫情的一个月后，中国疾控中心在
代表性地区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开展
了全国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和分
析。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群总体处于
新冠病毒低感染水平，表明以武汉为主
战场的疫情控制取得成功，有效防止了
疫情大规模扩散。

据了解，调查发现，武汉地区的社区
人群新冠抗体阳性率 4.43％，湖北武汉
外市州抗体阳性率 0.44％，而湖北之外
六省份的 1.2万余人中仅检测到 2例抗
体阳性，阳性率极低。曾接触过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的人群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
其他人群，中老年人群抗体阳性率高于
其他年龄段人群。

调查涵盖三类地区，包括武汉市、
湖北武汉之外市州以及湖北之外六个
省份（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和四
川），采用抽样调查设计选取社区人群
3.4万余人，通过检测调查对象的血清
新冠病毒抗体，估计人群中新冠病毒的
感染水平。

专家表示，血清流行病学调查通过
对人群血清中特异性抗原或抗体的分布
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阐明传
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的规律，评价预
防接种的效果等。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
目的是了解人群新冠病毒既往感染状
况，而人群大规模核酸筛查的目的是搜
索发现现有病毒感染者。

此次调查旨在了解新冠肺炎不同流
行水平地区普通人群新冠病毒感染情
况，加深对新冠肺炎感染特征的科学认
识，评估我国疫情防控效果。

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11月已在德国出现

新华社电 多家德国媒体 28日报
道，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早在11月
已在德国出现。

德媒援引德国下萨克森州卫生部门
的消息报道，英国报告发现变异新冠病
毒后，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
先前采集的新冠患者样本进行了更详细
的检测，结果在今年11月从一对夫妇身
上采集的样本中，发现了英国报告的变
异新冠病毒“VUI－202012／01”。这一
检测结果随后得到了柏林沙里泰大学医
院实验室的确认。

据下萨克森州卫生部门介绍，这对
夫妇的女儿11月中旬曾在英国逗留，她
可能在逗留期间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
如今这对夫妇中的丈夫已经过世，妻子
和女儿康复。

据多家德国媒体25日报道，一名本
月 20日从英国入境德国的女子被确诊
感染了上述变异新冠病毒，这一度被认
为是德国首个变异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不过最新公布的检测结果显示，在德国
至少11月就已出现这种变异新冠病毒。

中小学生教育惩戒有了依据

老师管学生可批评训导不能伤害侮辱

伪招聘新套路，不法分子盯上急于找工作的年轻人

办“山寨”证书 加“兼职群”骗术升级
新华社电 想为简历“贴金”却高价办了“山寨”证书；追求高薪工作却陷入“美容贷”骗局；加入“兼职群”却

上了当，甚至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帮凶……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盯上急于找工作的年轻人，通过各种手
段非法牟利，为刚刚步入社会的菜鸟设置了诸多陷阱。

诈骗链条变长
让人越陷越深

记者调查发现，招聘骗局中一些骗术不
但迷惑性大、链条长，还让人越陷越深……

虚构政府网站，颁发“山寨”证书，套牢
投机取巧的人。疫情期间，正在找工作的
刘先生接到电话，称可以帮助找工作，但刘
先生资质较浅，建议办一张国家住建部门
认可的“全国建筑工程专业”认证报告，而
且这份证书还能在“官方网站”上查询验
真。听说报名费 300元，通过审核后再交
7500元“入库注册费”，审核未通过退还报
名费，刘先生便报了名。几天后，工作人员
告知他审核通过，为刘先生颁发了证书。
而在刘先生应聘时却被告知，根本不存在
这个证书，找工作没有任何作用。

记者了解到，全国有上千名像刘先生
一样的当事人上当。5月，北京市公安局
丰台分局将嫌疑人杜某某等19人抓获，涉
案金额近千万元。记者发现，这个所谓的
“官网”域名为“www.cncpi.cn”，不但使用了
国旗、国徽以及相关领导人照片、讲话文
章、政策法规，还专门设有“查询入口”。

又如，以“兼职”为由骗人入群。记者
在一个微信群中看到，有人以免费领取电
饭煲为名义拉人入群，并发送兼职广告，称
为某些电商平台刷单，而记者根据提示操
作后，却发现所谓的“兼职”是在一个名为
“玖彩网”的APP中跟投下注。

记者在一些投诉网站上看到，不少人
反映本想兼职赚钱，却“误入”此类的“彩
票”网站，一开始可以提现，但随着投入大
到几万、十几万之后便发现不能再提现。

更可悲的是，遭遇招工美容贷骗局后反
被“拐”入团伙。毕业后的李女士收到“招聘
总经理助理，月薪8万元”的信息，就参加了
招聘。“面试官说条件符合，只是形象欠佳，
需要做微整形手术，入职后手术费用能报
销。”李女士说，在贷款10万元做了整形后，
咨询入职事宜时却被糊弄，欠下高额债务。

记者了解到，北京警方今年打掉招工
美容贷诈骗团伙 10余个。办案民警告诉
记者，有的受骗女子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还
被“拐”入团伙当“托儿”，欺骗其他女孩。

收取上岗培训费、服装费等招聘惯
用的诈骗方式已是老套路了，现在，骗
术升级，诈骗者施骗更“精准”了。

丰台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民警赵雷告
诉记者，在“假证书”案件中，嫌疑人事先
冒充建筑公司在招聘网站中发布招聘
信息，接受应聘者的简历，随后再以可以
办证的名义给投简历的事主打电话，与
“广撒网”相比大大提升了“成功率”。

据一位业内人士称，招聘平台上企
业数量较多，虽然会审核基本的经营执
照、招聘信息内容等，但企业数量太多，
而且实际运营状况、招人动机等不可能
全部了解，有些不法分子甚至注册了正
常的公司，但在平台上发布招聘信息是
为了套取简历。此外，部分社交软件群
组中还存在倒卖简历的情况，详细信息

的简历售价近20元一份。
不法分子还利用年轻人没有积蓄的

特点，通过骗局引诱贷款。在招工美容
贷的套路中，医美诊所与网贷APP公司
便是合作关系，在一名自称是负责贷款
审核员的男子“帮助”下，当事人伪造工
作信息申请贷款。办案民警说，一旦产
生了纠纷，网贷APP也会“喊冤”说借款
人提供假信息，把责任转嫁给受害人。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一些小额贷款
APP对申请信息审核不严，放款快、利
息高，不法分子便引诱当事人进行贷
款。一遭遇过兼职刷单类骗局的受害
人告诉记者，在其前期已经被骗2万多
元、手头已经没钱的情况下，群里的联
系人推荐她在小贷APP上贷款5万元，
这笔钱也打了水漂。

根据相关机构此前发布的信息，互
联网招聘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而涉及招
聘类的诈骗黑色产业规模也日趋扩
大。受访人士表示，相关部门要不断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发
布虚假招聘广告、提供虚假招聘信息、
以担保等名义收取押金财物、以招聘为
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未经许可擅自从事

职业中介等违法活动。
受访者还认为，求职者要尽可能多

了解应聘公司及应聘岗位信息，对于工
作内容、条件、地点、劳动报酬等关键信
息无法提供或含糊其词的，应聘者应提
高警惕。同时，在求职过程中，应妥善保
存招聘信息、聊天记录等证据，这样，在
发生纠纷时，才能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套取信息 相互勾结 施骗更“精准”

新华社发

齐抓共管、提高防范意识方能破解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