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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享清凉 野泳不可暑假享清凉 野泳不可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陈为彬漫画 / 李世鹏漫画 / 李世鹏

这些案例敲响警钟

保持镇定屏住气，张开双臂，
借助水的浮力顺势向下压水。

6 月 26 日，在海南临高临城镇文

澜江入海口发生一起溺水事件。

当天下午，6 名男生和 3 名女生

一共 9 人，结伴到文澜江入海口附近

海域游玩。下午 6 时左右，其中 2 名

男生下水游玩，1 人不慎溺水，见此

情形，岸上的 4 名男生赶紧下水帮忙

施救，结果 6 名男生里有 4 人不幸溺

水身亡，2 人成功脱困游上了岸。

结伴海边游玩 4 人溺水身亡
案例 1

6 月 15 日下午，广西柳州市柳江

区穿山镇发生一起溺水事件。知情人

介绍，当天下午 4 时许，穿山镇竹山

村三台屯附近一个水潭，一名初中男

生溺水，年仅 12 岁。

与他一起到水潭玩水的还有两名

同伴。两名同伴说，他俩只在水边玩，

不敢下水游泳，而溺水男孩却游进了

深水区。

事后，村民们纷纷赶来搜救，并

报了警。溺水男孩被打捞上岸，不幸

的是，已无生命体征。

初中男生到水潭游泳不幸溺亡
案例 2

●救助溺水者，可先将救生圈、木板等漂浮

物抛给溺水者，或降低重心递竹竿，再将其

拖至岸边。

●若没有救护器材，在水性允许的前提下

可入水救护，从背后接近溺水者，用手托起

腋下使其面部露出水面，将其拉回岸边。

●未成年人如果发现有同伴落水，不可贸

然下水救人，要大声呼救，及时找大人来帮

忙，并拨打 119、110 或 120。

防溺水做到“六个不”

1
2
3
4
5
6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和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会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遇溺水如何正确施救

●不到疫情严重的国家或地区

旅行，避免去人群密集场所，

外出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

勤洗澡。

●高温下食物易变质，加之蝇

虫叮爬，食物易受污染，应警

惕食物中毒。

●空调房间注意通风换气，室

内外温差低于 10°C。

●控制零食摄入量，规律饮食，

不暴饮暴食，防止消化不良。

●行走或骑车时不看手机，不

在马路边玩耍打闹，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

●不乘坐无牌、无证、超载、

非法营运车辆，在乘车、转车

途中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不

使用成人手机开启共享单车。

●家里要注意用电安全，不私

拉乱接电源。

●注意用火安全，小孩暑期学用

火做菜应在成人的指导下进行。

防疾病

防事故

又到暑假时间，学

生们进入休假模式，安

全问题是这个时期的

头号热点。特别是夏

季天气炎热，游泳成为

热门的休闲方式，溺水

事故也随之进入高发

期。安全暑假重在预防，

大人小孩都要先来学

防溺水知识。

溺水如何自救：

暑假来临，这份反诈指南请收好

一、判断题

1. 宣称高校招生有“内部指标”。（×）

解析：利用家长“花钱买指标”的心理骗钱。

2. 接到电话有“高考补助金”发放。（×）

解析：骗子冒充教育局以此为名骗取押金。

3. 自称“教育专家”指导志愿填报。（×）

解析：诱导考生登录虚假网站填报志愿诈骗。

4. 收到“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费。（×）

解析：通知书为骗子伪造，通过官网核实真假。

二、简答题

如何规避高考诈骗套路？

1. 陌生链接不要点，虚假广告不要信。

2. 保管好个人信息，拒绝向陌生人

透露。

3. 通过官网渠道核实录取信息。

骗子对考生家长谎称某高校名额没招满，通过花钱

“打点”可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以此骗取考生家长钱

财。在一些骗局中，骗子还会谎称有特殊关系，可以购

买“内部指标”“计划外指标”。

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

以及收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助

学扶助款”等信息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学校

或当地教育部门联系求证。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

取通知书，让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以

骗取钱财。此外，骗子还会制造虚假的钓鱼网站，骗

取学生的生活费、学杂费。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沈煜 杨慧 通讯员 南公宣

2022 年全国高考学生家长
统一防骗测试卷

高考诈骗套路解析

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骗局

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

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

是诈骗！

警方提醒

补助金骗局

骗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考生身

份信息后，假冒“教育局”“财政局”等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主动与考生、家长联系，并准

确报出考生的学籍信息，骗取家长或学生的信任，

以符合“奖学金”或“高考补助金”资格为由，骗取押

金或手续费。

警方提醒

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

此类骗局中，骗子不仅会使用和原学校相似的校

徽、logo，还配备了所有的课程资料，填写的大学地

址也和正版一模一样。为此，考生和家长在登录学校

和教育部门网站时，一定要有鉴别真伪的意识。要通

过官网认证的链接或学校、教育部门官方发布的网址

进入，转账汇款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核实账号真伪。

警方提醒

2022 年全国高考已结束。这个时间段，一

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动起了“歪脑筋”——在填报

志愿、录取、暑假兼职等环节纷纷设“坑”，实施

诈骗。此外，伴随着暑假到来，针对学生的电信

网络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本期家书整理了一份

防骗测试卷和指南，学生、家长快来看看？

暑假学生防诈指南

虚假购物

在网购中发现商品价格远低于

市场价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谨慎购买，不要将钱款直接给

对方。

诈骗手法 网络广告+购物送抽奖

冒充熟人

遇到好友、亲戚通过 微信、

QQ 等找你借钱，一定要先电

话、视频联系对方进行核实，

切勿盲目转账。

诈骗手法 朋友头像的微信、QQ消息 +

暂时借钱

网上刷单

诈骗分子往往以兼职刷单的名

义，先以小额返利为诱惑，诱

骗你投入大量资金后，再把你

拉黑，切记任何需要先充值、

垫资的网上刷单都是诈骗。

诈骗手法 兼职刷单

买卖游戏

诈骗分子在游戏中发布出售游

戏装备、游戏币或者免费赠送

皮肤等虚假信息，向受害人提

供虚假游戏交易网站，后以充

值账户被冻结需交保证金、充

值更多金额解冻、返还等理由

进行诈骗，或提出线下交易，

收到钱后将受害人拉黑。

诈骗手法 出售、赠送+付款或扫码

提示

提示

提示

提示

除了要防溺水外
这些安全知识也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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