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被骗350万元，高学历并不对电诈天然免疫

高学历人才
也有可能遭遇诈
骗。

近日，长沙铁
路公安处通报了
一起涉及高学历
人才的电信诈骗
案。名校在读研究
生小谢接到“刑侦
民警”电话，对方
声称小谢涉嫌洗

钱，要求其将名下资金转入“清查账户”
证明清白。被对方吓住的小谢，在短短7
天时间，就向“清查账户”转账350万余
元，其中有不少是网贷平台贷款。

小谢这样的高学历人才，接受过良
好教育，具备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不
论是自我定位还是在外界看来，都不应
是电信诈骗的对象。

殊不知，电信诈骗分子也在不断
“学习”，诈骗手段更是花样翻新，针对
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有专
门“定制”的骗局。对于高学历人群，诈
骗分子会研究他们的需求、弱点等，实
施针对性诈骗，让人防不胜防。

此次通报的案件中，诈骗分子就是
通过准确说出小谢的姓名、身份证号等
个人信息，出示所谓“警察证”“拘捕令”
等相关资料，成功将小谢“吓住”，使她
失去了判断力，一步步跟着诈骗分子设
定的套路走进骗局。

事实证明，高学历人群并没有针对
诈骗的“免疫力”。面对诈骗，他们上当
受骗的概率并不明显低于其他人群。

高学历人群难免上当受骗，其他人
群更难以“豁免”。事实上，电信诈骗无
关年龄、学历、阅历，任何人都有可能成
为被骗对象。

名校研究生7天被骗350万元，给自
认“不会受骗”的人群提了一个醒。

一方面，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骗
局，人们需要提高警惕，对自己的认知
短板保持清醒的认识，保持学习，及时
了解新的诈骗手段，才能避免被骗。

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个体的防
范终究只是被动防御，不是电信诈骗
的治本之策。反诈，还要加强部门间、
区域间的协作，找准切入点，对诈骗分
子实施全链条的打击，办成一批大案
要案，让每一个环节上的犯罪分子都
付出相应代价，形成对违法犯罪分子
的震慑。

此次，湖南铁路公安就是以涉诈手
机号为切入点，围绕资金流、信息流、人
员流展开调查，辗转9省20地市将52名
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为其他地方侦办
同类案件做了良好的示范。

1 . 29亿电视终端完成电视“套娃”收费整
改，收费包压减50%以上；全国范围内80%的有
线电视终端、85%的IPTV终端已实现开机看直
播……国家广电总局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治理
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题”试点工作已
两月有余，取得了积极效果。据悉，11月起到明
年年底，治理工作将在全国范围继续推广。

一键开机，随意换台，看电视本是再简单
不过的家庭娱乐。然而，随着电视机成为所谓
智能终端，叠加了七七八八的服务，初始的基
本功能反而被边缘化了。“一台电视机，两个
遥控器；三十秒开机，四十秒广告；五种会员
制，六七成看不了；八九成找不到，十分之难
受。”一首打油诗道出了当前消费者“看电视
难、看电视烦”的无奈与心酸。

“智能”应该是便利消费者的新手段，而不
是磨刀霍霍向消费者的遮羞布。不管设备如何
先进、内容如何有趣，电视还得靠观众收看；不
管市场怎样发展、模式怎样创新，经营必须尊
重用户。丢了这个根本，电视再智能，也逃不过
落灰的命运。针对乱象，相关治理无疑开了个
好头。但斩断复杂利益链远非一日之功，继续
从维护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拿出硬办法真管
真罚，才能真正把看电视的自由还给观众，让
简简单单看电视不再这么难。 据北京日报

高学历人群难免上当受骗，其他人群更难以“豁免”。事实上，电信诈骗无关年龄、学历、
阅历，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被骗对象。

让看电视不再难
电视才能有人看

“走路上下学也要戴头盔”，如此“一刀切”是一种懒政

“大企业明天笔试，抓紧上车”“我们有专
业做题团队，笔试包过”……据报道，近年来，
许多企业在招聘笔试阶段采用线上形式，在
线上考场外，一群代考者混迹各大网络平台，
宣称可以为考生提供答案甚至直接代考，形
成了招聘代考团队和代考黑色产业链。

代考泛滥，源于线上考试环境相比线下
宽松。无论是单机位的监控，还是双机位监
控，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监控盲区，为远程作
弊留下可钻的空子。即使作弊被发现，作弊者
最多是失去此次就业机会，不妨碍参与其他
招聘活动。种种原因导致线上代考逐渐猖獗，

“枪手”非常抢手，以至滋生出利益链条。
如此明目张胆的舞弊，不仅破坏了招聘

考试的公平，也践踏了社会和职场的诚信，对
求职市场产生恶劣影响。清除线上代考黑色
产业链有法可依，《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
定，组织作弊，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
或者其他帮助，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
责任。找枪手不会让自己在就业中更抢手，线
上笔试只是求职的第一步，后面还有面试、实
习考察、谈话等一系列环节，靠的不是真材实
料，最终肯定会露马脚。 据北京晚报

招聘笔试网上代考？
找“枪手”注定要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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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广江

11月4日，有网友爆料称，广东湛江
市徐闻县角尾乡中心小学要求所有学
生戴头盔上下学，“连走路、坐小（汽）车
的也要戴”。当天，徐闻县教育局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表示，“带头盔进校园”是湛
江市教育局的统一要求，要求对象是乘
坐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往返学校的学生
以及接送的家长。该校在推广过程中要
求过于严格，教育局已通知学校进行整
改。

小学生走路、坐小汽车上下学也要
佩戴头盔？此事一出，让不少网友啼笑
皆非。骑乘摩托车、电动车时，家长和孩
子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毋庸赘
言，但要求步行和坐汽车上下学的孩子
戴头盔，有何意义？更关键的是，推广

“带头盔进校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性、合理性？

网传视频显示，在该校大门口，陆
续有学生佩戴头盔走出校门。记者发
现，视频中有几十名学生，走路时都戴

着头盔，仅一名学生将头盔拿在手上，
且视频中没有出现摩托车、电动车。据
网友爆料称，学校要求“头盔、书包同进
校园”，少一样都不让进。

请注意“戴头盔”与“带头盔”，一字
之差，内涵却有所不同。从报道看，无论
是市里的统一要求，还是该校“加码”后
的要求，所强调的似乎都是“带头盔”，
而非“戴头盔”，即把头盔带进校园，有
的学校为此设置头盔专区，专门用来存
放学生的头盔。把头盔带进校园，就能
保障学生的安全吗？答案不言而喻。

学生乘坐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
当然应该佩戴安全头盔，但要求学生把
头盔带进校园则意义不大，只要乘坐时
佩戴就行了，何必把头盔带进校园？要
求所有学生都把头盔带进校园，甚至走
路和坐汽车上下学的学生也要带，未免
有点荒诞。如此“一刀切”，已背离了“一
盔一带”的本意。

显然，走路、坐小汽车上下学的学
生，没必要“戴头盔”，更没必要“带头
盔”。从实际看，“戴头盔”和“带头盔”难

以区分——— 对学生们而言，既然带了头
盔进校园，出入校门时就顺手戴在了头
上，于是就出现了学生们戴着头盔进出
校园的奇葩场景。

学生携带头盔进校园，看起来安全
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有模有样，其实形
式大于意义。换言之，本次事件折射出
的问题，不仅仅涉事学校“层层加码”、
过于严格的问题，还包括背后的形式主
义问题。就此而言，需要整改的也不只
是涉事学校，还有一些相关部门。

值得追问的是，推动“一盔一带”落
地生根，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学
校究竟能做什么？是开展相关安全教
育，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还是“越俎代
庖”，直接管理学生的交通安全？近日，
部分中小学教师非教学任务过重现象，
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学校要求学生

“带头盔进校园”，具体的落实者恐怕又
是一线教师，此举显然有给教师增负之
嫌。

说到底，最该整改的是懒政思维。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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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医疗科普短
视频乱象”。随着短视频兴起，一些打着
医疗科普的幌子，实则贩卖健康焦虑、
销售相关产品的“白大褂”博主陆续登
场，向老年人群体重点发力，引发广泛
关注。

近两年，不少网友会发现，短视频
平台上的“医生博主”越来越多了。他们
中，有些经过官方认证，明确写着“某某
医院某某科”；但有些不仅无认证，简介
也只模糊不清地标注“某某科医生”“三
甲医院医生”。后者中的不少人通过一
些虚假健康科普，引流建群，引导网友

“问诊买药”，老年人经常“掉坑”。
这些利用“医生”职业公信力和普

通人的信息偏差实施的“骗术”，不仅让
许多人遭受蒙蔽和金钱损失，甚至花尽
救急积蓄；大量危言耸听的“伪科学”

“伪医学”及毫无根据的“患者教育”，也
严重扰乱了医疗科普大环境。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八条规
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
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去年
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也指出，

“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的直播内容，主播
应取得相应职业资质，由平台进行资质
审核。”显然，一些平台还存在审核不严
的漏洞，让不少“漏网之鱼”混入，搅浑
了健康科普这一池净水。

健康是大事，对健康相关的领域，从
相关部门到平台都应格外重视，管理到
位。此外，医疗、传媒等领域也应加大规
范科普力度，提升大众对医学健康知识
的认知水平，“良币驱逐劣币”，方能不断
挤压“白大褂推销员”混迹的空间。

“白大褂推销员”混迹医疗科普短视频，平台监管去哪了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发布的一项针对1334名应届求职大学生
的调查显示，89 . 4%的受访应届毕业生明确
表示，找工作的过程中，相比“面子”更看重

“里子”。85 . 5%的受访应届生感到，这几年大
家在求职过程中普遍更看重“里子”了。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恢复向好，稳就业
政策持续显现，就业形势不断改善并保持总体
稳定，但就业的压力仍然较大。对于年轻人来
说，想要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并非易事，应当
珍惜每一次择业机会。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
要注重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兴趣，激
发并保持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和热情。年轻人
无论何种岗位什么工作，只有心怀热爱，才能
心甘情愿、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在踏实中进
取、在点滴中积累，最终干有所获、业有所成。

年轻人职业观念的变化，对于用人单位
来说，也是一个有益提醒。“强扭的瓜不甜”，
在招人用人时，同样应重“里子”轻“面子”，除
了要看求职者的文凭是否够硬、能力是否够
强，还应认真考量他们对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
真的感兴趣——— 这既是对年轻人的前途负责，
也是对用人单位的未来负责。据北京青年报

择业重里子还是重面子？
心怀热爱才能心甘情愿

□评论员 张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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