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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系统

苹果系统

随着2022年高考落幕，高考
学子们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缓
片刻。达州警方特别提醒各位考
生，放松而不放纵，假期要时刻绷
紧防诈、反诈、安全这根弦，确保
人身和财产安全。

●聚会安全

高考结束后，相约聚会十分常见，但千
万注意分寸。未满18岁切勿饮酒，不会喝
酒千万不要逞强，小酌怡情，醉酒伤身。

●疫情防控

聚会、旅游、进出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
场所要戴口罩，勤洗手，遵守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不能因为高考结束就任意“撒欢儿”，
日常防控牢记心间。

●预防溺水

高考过后，气温渐高，家长一定要提醒
孩子，牢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
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
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
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
救。同时，家长要做到“四知道”：知去向、
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

如果游泳，要去正规的游泳馆，不要到
荒郊野外野泳，也不要到非正规游泳场所
游泳。发现有人落水施救时，首先要确保
自身安全，不能盲目下水救援，要量力而
行、科学施救。

●交通安全

高考结束后，外出聚会、游玩，要当心，

遵守交通规则，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要乘
坐正规出租车，在上车前要记住车牌号码，
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切莫贪图便宜搭黑
车。如果要学习驾驶，请选择正规培训学
校，要切记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不仅不安
全，更是违法行为。

●身心安全

考试结束后，家长应适时鼓励和开导
孩子，要摆正心态，勿因考试而过度影响自
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不要过多
沉迷网络，不要过度放纵自己。可带孩子
去旅游、散心，放松心情，调整不良情绪。

●个人信息安全

高考结束后，会经历很多值得纪念的
时刻，许多人喜欢拍照晒朋友圈，分享喜
悦。但要时刻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让不
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1.准考证不能晒。如果考生把准考证
晒到朋友圈，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很容易
被复制。

2.身份证不能晒。即使对身份证号码
和姓名做了模糊处理，但在稍懂图像修复
技术的不法分子手里，分分钟可以恢复或
加以改造利用。

3.考号和密码不能晒。考号是整个高
考期间使用最多的号码，高考成绩查询、录
取结果查询、体检结果查询都需要输入。

4.成绩单或成绩查询页面不能晒。这
类照片同样会暴露考生号、姓名等重要信

息。
5.高考志愿填报纸质表不能晒，以免

个人信息泄露。
6.录取通知书不能晒。录取通知书晒

晒信封或封面还可以，内文就不要晒了。
考生的照片、姓名、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
生号、录取专业甚至大学学号都在上面，如
果被不法分子掌握了这些信息，考生被诈
骗电话骚扰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交友安全

不要和陌生人搭伴出游，外出游玩要
将详细行程告知家人。网上不要说出自己
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电话号码、学校名称、
密友等信息。不与陌生网友会面，如非见
面不可，最好去人多的地方。对谈话低俗
网友，不要反驳或回答，以沉默的方式对
待，要学会自我保护的技巧。

●高考招生安全

谨防各种虚假招生骗局。不法分子通
常通过制作仿真度较高的证件，以高校自
主招生、定向招生等名义，称有内部指标、
机动指标、高校自主招生指标等诈骗考生
钱财。

高考招录程序都是合法、公开、透明
的，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录取过程中遇
到疑难问题时，一旦谈到花钱解决一定不
要相信。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一定要确认
邮件发送地是否真实可靠，可以向录取高
校或当地教育部门咨询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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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做任务式”刷单等诈骗

暑假期间不少同学想通过做兼职、实
习等来锻炼、充实自我，但由于初入社会，
阅历尚浅，很容易被“高薪”诱惑，其中刷单
就是一种常见的披着“高薪招聘”外衣的

“兼职”。要记住，任何形式的刷单都可认
定为诈骗，千万别再信了。

●主要手法

诈骗分子发布虚假兼职广告，以高薪
为诱饵，招募点赞员、推广员，前期小额快
速返还佣金，诱导受害人下载刷单APP进
行垫资充值后，以“任务未完成”“卡单”“操
作错误”等为借口诈骗受害人钱款。

●以案说法

近日，“00”后在校学生唐某，在班级群
内看到一条兼职做“手工活”的广告。唐某
加入了这个“手工群”，并添加了“客服童
童”为好友。“客服童童”为唐某推荐了“销
量任务”并介绍工作流程后，便让唐某下载
了专门的APP。下载安装APP后唐某按照

操作流程开始接单，做完第一单整个过程
不到 5 分钟，本金和佣金就到账。然而第
四单却无法正常提现。根据APP“系统”提
示，第四单为连单，唐某只拍下了一件商
品，需要再拍 2 件才能完成，否则不能提
现。唐某便按照“系统”提示，继续转账刷
单。随后出现了 4100 元“连单费”、13800
元“补单费”、27600元“解冻费”，前前后后
她一共转账了 9 万元到对方指定账户中。
转账后唐某心慌了，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学
校辅导员，辅导员立即告诉唐某，这是诈骗
要立即报警。

●套路解析

前期引流：诈骗分子在网页、短信、社
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等发布招聘广告，打着

“足不出户、日进斗金”的旗号或以高额佣
金、免费礼物引诱，将受害人拉入“做任务”
的聊天群。

小额返利：让受害人在聊天群内领
“新手任务”，即在抖音、快手上点赞、关注
微信公众号等,完成任务后迅速返佣金，

每次返还 3至 10元不等。
诱导下载刷单APP：安排“托儿”在群

内散布获得高额佣金截图,引诱被害人下
载刷单APP做“进阶任务”，以充值越多、抢
单越多、返利越多为由，骗取受害人进行垫
资充值，实际是诱骗受害人向其提供的银
行账户转账汇款,返还的佣金系 APP 账户
里显示的数字，受害人实际未获利。

完成诈骗：当被害人想要提现时，诈骗
分子以“任务未完成”“卡单”等为借口,拒
绝支付本金和佣金，表示只有不断做任务
才能拿到之前的本金和佣金，诱骗受害人
加大投入,完成诈骗。

警方提醒：刷单是违法的，国家法律法
规、电商平台均明令禁止这种虚假交易。
低投入、高回报的好事是不存在的，兼职要
通过正规渠道寻找，网络兼职“刷单”千万
不要去。陌生人发来的网页链接和二维码
不要轻易点击或扫描，涉及资金的更要慎
重，时刻保持互联网安全意识。如果发现
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同时
需提供汇款票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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