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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十九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鸿运婚介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承诺：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微信号：18912286139 13962983156

征婚热线:85292569 15851252008

凡来鸿运婚介征婚、交友的单身男、女照片或手机号都不会透露给其他人，这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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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日报社遗失启事、公告刊登
办理方式：一、线下办理可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

纪大道8号）22层2210室；二、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
通报业遗失公告办理”。刊登热线：0513-68218781

办理方式：一、南通日报微信公众号首页底部点击
分类信息；二、南通发布App首页底部点击分类信息；
三、扫描右侧二维码。帮帮热线：0513-85118889

南通报业大型线上分类信息发布平台，值得您信赖的“信息百宝箱”——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友情提醒：有意在本栏目投放分类广告的客户，可至南通

报业传媒大厦办理相关手续。

【案例】 2022年高考数
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有网民
发布部分试卷图片，被疑泄
露试题。经公安机关侦查，
查明系恶意编辑“占坑
帖”。其考前在有关平台发
布无关帖子占位，考后再
用试卷内容替换原有内
容，帖子时间仍显示为开

考前，造成疑似考前泄题
的假象。另有个别考生在
网上发帖自称“考前押中
试题”，同样属于考后恶意
编辑的“占坑帖”。

【提醒】律师和专家提
醒，如果考生恶意发布此类
信息，除违反了考试纪律之
外，还涉嫌违法，情节严重

的还会构成犯罪。如果培训机
构或其他人员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通过发布“占坑帖”
的方式，虚构考前能获得试
题或者“押中真题”的信
息，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则涉嫌构成诈骗罪。考
生切勿为了娱乐他人，最后

“愚了”自己。

教育部发布2023高考预警信息
提醒广大考生诚信考试谨防受骗

【案例】2022年高考期间，
某考生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
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
试卷发至QQ群寻求解答未
果。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
被严肃处理。

【法规】高考是法律规定的
国家教育考试。《国家教育考试
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在考
试过程中使用通信设备的，应
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当次报
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
规定，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

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
资料，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
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
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提醒】考生应自觉遵守考
场规则各项要求，服从考务人
员管理，拒绝携带手机等违规
违禁物品，遵守考试纪律。输
了一场考试不重要，输了自己
的人生才真是得不偿失。

据中新网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2023年高考临近，广大考生正在积极
调整状态、从容有序备考，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受经济利益驱使
散布涉考虚假信息、贩卖制造焦虑，甚至实施诈骗、诱导考生考
试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为此，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
结合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典型案例，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务必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做到诚信考试。

“李鬼”终难变“李逵”，以身试法不可行

【案例】某省2020年普
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
业统考中，两名舞弊人员找
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
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两
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
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
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

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
缓刑1年。

【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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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
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
违法行为。

【提醒】近年来，一些新技
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
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
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
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
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
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
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最
新
演
出
信
息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更俗剧院
动画《蜘蛛侠：纵横宇宙》

动画《天空之城》
动画《哆啦A梦：大雄与天空的理想乡》

动画《巧虎奇幻舞台历险记》
范·迪塞尔主演《速度与激情10》

6月22日19:30——[永恒乐队]见证 Beyond·追忆
家驹30周年演唱会
6月23日19:30——《乐见西游》民族管弦乐音乐会
7月7日19:30——《哈利·波特》主题视听音乐会
7月9日15:30、19:30——儿童剧《动物海盗船》

虚假宣传不可信，没有“馅饼”有“陷阱”

考试命题专家授课、强
化包过、某某同学被录取到
某名校……这样的宣传文案
和招生广告经常出现在各种
考试培训机构的招生宣传
中，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
从公开的教育培训机构虚
假宣传、广告违法行为典型
案例看，均不同程度存在着
虚假宣传多样化、普遍化和
价格欺诈行为问题。虚构
教育师资的能力和水平、对
教育培训效果进行过分的

夸大和宣传、以学生和受益
者的名义来进行虚假宣传
已成为培训机构实施欺诈惯
用的把戏。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明确规定，教育、
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
容：(一)对升学、通过考试、
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
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
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
承诺；(二)明示或者暗示有
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作人

员、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培
训；(三)利用科研单位、学术机
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
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
作推荐、证明。

【提醒】高考试题属于国家
绝密级材料，其保管和运送都
有极其严格的管理措施。各类
培训机构根本不可能保证考生

“包过”，也不可能提供“真题”，更
不能花钱买文凭。考生切勿听
信虚假宣传，上当受骗，造成财
产损失，贻误宝贵的复习时间。

“占坑帖”当噱头，涉考“恶作剧”不可碰

▶ 组织高考作弊，逃不过法网

【案例】2020年高考前，考
生朱某某伙同温某(另案处理)
商议在考试中组织作弊，由朱
某某提供试题，温某负责寻找

“枪手”，共同出资付“枪手”做
试题费用。考试期间，朱某某
将手机带入考场，拍摄考试卷
子传给“枪手”，“枪手”作答后
发答案给考生抄袭。参与者和
组织者都被迅速抓获。考生朱
某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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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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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对在高
考、研考等国家教育考试中组
织作弊的，将直接认定为“情节
严重”行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醒】近年来，各地公安
机关会同教育部门，对各类涉
考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高压
严打态势。提醒广大考生，一
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知法守法，
不要一时糊涂，抱憾终生。

▶ 考试带手机，作弊毁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