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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考生和家长
不熟悉高考相关招生政策实施诈
骗。有的声称不用看分数，只要花钱
就能搞定；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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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高额“定向费”。

案例：李某在朋友交往中得知，
高某的独子即将参加高考，遂告知对
方，其舅舅在北京一知名高校任教
授，可通过“内部指标”帮孩子上大
学，只要肯花钱就行。高某孩子的高
考成绩出来后，分数只能上三类本科
院校。心有不甘的高某找到李某求
助，并根据对方要求支付了 15 万元

“活动”经费。高某也拿到了李某带
来的录取通知书，但与此前承诺不同
的是，通知书上的录取学校是一所并
不知名的学院。对此，李某解释称，
孩子只是暂时先在该学院军训，结束
后就可以转入之前所说的名校读
书。然而，军训结束后，孩子仍然在

这所不知名学院读书，同时，高某还
了解到，这家学院面向社会招生，并
不局限于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也无法
提供国家承认的学历，与李某声称的
知名高校更是没有任何关联。意识
到被骗的高某立即向公安机关报
案。最终，李某被法院认定为实施诈
骗罪并被判刑，此前骗取的十几万元
也如数退还给高某，但此时距高校开
学已过去数月，其他落榜考生也早已
开始复读。

提醒：高考招生制度是国家基
本教育制度。经过40多年不断改
进完善，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
科学规范、监督有力、公平公正的考
试招生体制机制。高考招生录取工
作都是在网上进行，并严格执行已
公布的招生计划，根本不存在所谓
的“内部指标”，更不会向家长收取
高额费用。

（中新）

一家食品企业的薯片生产厂
区被通报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这意味着厂区生产的薯片可传播
新冠病毒，薯片已不安全，公众近
期不要吃薯片。

真相：这次受到疫情影响的工
厂虽然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但可
以保证薯片产品的安全。产品加
工过程均要经过高温热处理工序，
结合严格的GMP管理体系和实
践，病毒在整个产品供应链过程中
存活的可能性为零。

高温加工是食品生产环节中
消杀微生物的重要方式，即便土豆
等原材料沾染了少量病毒，经过高
温加工也很难存活下来。

通常来说，油炸类食品的加工
温度大约会达到170℃左右，非油
炸类膨化食品的加工温度也会在
130℃上下。在这个温度下一般微
生物很难存活下来，无人接触的食
品自动化生产和包装流水线，也基
本可以避免食品在这些环节被人
为污染。

虽然包装食品在生产包装等
前置环节中很难被病毒污染，但在
后期运输以及商超销售，还有快递
员配送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食
品外包装被病毒污染的可能。因
此，市民在购物或签收快递时，应
该做到科学防护，避免被病毒感
染。 （北青）

盲信神押题，考生泪两行！
多部门梳理汇总高考假信息

7 月 3 日，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考点，学校工作人员在考场内喷洒消毒
液。今年该考点将降低考场人员密度，每个考场考生人数从30人减至20人。

2020年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各地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新华社）

精心准备精心准备 迎接高考迎接高考

6月“科学”流言榜出炉：

防新冠自来水注氯
需静置2小时？没必要

北京已连续几日将新增确诊病例控制在了个位数。与此同时，与疫情
相伴的各种流言也被“一网打尽”。

疫情期间北京自来水加大氯气注入量？近期薯片不能吃了？-20℃条
件下新冠病毒可存活20年？6月“科学”流言榜对近期关于疫情的各种流
言进行“打包”辟谣。此外，针对夏季蚊蝇是否能够传播新冠病毒、海鲜牛
肉还能不能放心吃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疾控专家为公众统一作答。

“每月‘科学’流言榜”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
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

流言：自来水大量注氯不能直接用

疫情非常时期，自来水处理
过程中，在允许的范围内加大了
氯气注入量。请大家在用水时，
特别是烧开水、煮饭用水前把水
提前接出来，最少静置两小时以
上再用。

真相：根据国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规定，自来水出厂水余氯
应保持在0.3-4毫克/升之间。目

前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各水厂出厂
水余氯控制在0.4-0.9 毫克/升之
间，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内。

自来水中略带氯味属于正常
现象，完全不影响健康，更无需“最
少静置两小时以上再用”。北京市
自来水集团生产的自来水完全符
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公众
可以放心饮用。

流言：三文鱼感染新冠病毒无法吃

此次北京再度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主要原因就是通过检测
发现三文鱼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现在的三文鱼已经无法食用。

真相：根据目前研究，鱼类感
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很低。首先，
新冠病毒主要存活在恒温哺乳动
物体内，而鱼类是变温动物，两者
细胞基因环境相差太远，病毒极难
通过鱼类宿主的细胞转移至人体
细胞；其次，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

方式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三
文鱼作为一种鱼类，没有肺，不存
在飞沫传播的生理条件。

其实，三文鱼“携带”冠状病毒
和蝙蝠“携带”新冠病毒是两码事，
三文鱼的“携带”准确地说是沾染，
是被污染的；而蝙蝠的“携带”是它
成为了病毒可以共生的宿主。目
前新冠病毒已知的宿主都是哺乳
动物，三文鱼体内携带新冠病毒的
可能性几乎为零。

流言：-20℃条件下新冠病毒可存活20年

李兰娟院士说：新冠病毒特别
“不怕冷”，在-4℃可以存活数个
月，在-20℃该病毒可存活20年，
这就是新冠病毒几次都在冷藏食
品较多的海鲜市场被发现的原因，
因为病毒完全可以被跨国转运。

真相：日前，李兰娟院士团队
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该报道信息
不完全准确，与李兰娟院士本人观
点不符，对公众造成较大误解。

6月19日，在杭州海关举办的
抗疫经验交流会上，李兰娟院士就

海关如何在进出口物资检疫检测环
节加强新冠病毒的排查给出建议和
看法。其中，在说到冷链运输环节
的疫情防控时，李院士表示：一般情
况下，病毒在冷链上能较长时间存
活。在我们已知并掌握的病毒中，
处于-4℃左右可以存活3-6个月以
上，-20℃可以长期存活达20年左
右。不同的病毒存活时间也不一
样。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的病毒，从
出现到现在才8个月，对它的认识及
耐低温能力尚需进一步研究。

流言：薯片生产过程中可传播新冠病毒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每年高考前夕，网上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借
高考之机炒作一些虚假信息，误导考生和公众。为此，教育部联合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等部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高考假新闻、假信息，提
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网络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盲信“神押题”，考生泪两行

每年都会有不法分子在网络平
台或交流群中兜售所谓“高考真题”

“绝密答案”等，标榜“准确率极高”
“违约退款”等诱惑信息，并以“预付
订金”等名义要求用户先付款。有的
不法分子声称可以花钱雇佣“枪手”
替考，还有的借传送“样题试卷”的名
义向用户电脑或手机发送病毒，套取
用户信息。

案例：2019年6月12日，山东济南
警方破获一起网络售卖高考押题试卷
骗取考生家长钱财的案件。据民警介
绍，数万元一套的高考押题试卷，其实
是嫌疑人李某花几百元从书店和网上
买来的普通考试试卷。李某利用家长
想提高孩子高考成绩的急切心理，冒
充某知名辅导机构负责人向家长兜售
所谓“高考押题试卷”，骗取多位家长
钱财共计十余万元。2019年7月，红
星新闻报道一名在校大学生高考当枪
手被判刑期4年6个月。

提醒：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级

材料，其保管和运送都有严格的管理
措施，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都实行封
闭式管理。广大考生及家长不要存在
侥幸心理，不要相信那些能提前拿到
高考真题或答案的言论。不要在网上
购买所谓“高考真题”“绝密答案”等。
购买涉密材料，本身也是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
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
作弊的”“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
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为实施
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
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试题、答案
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
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都属于
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明
确，对在高考、研究生考试以及司法
考试等4大类“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招生政策熟于心，骗子只能绕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