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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招录取通知书陆
续派送。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
平台提醒，高校招生具有严格
规范的录取程序和监督机制，
不存在“花钱补录”，正规的招
生录取不产生任何附加费用，
考生谨防诈骗。

高校录取通知书通过邮政
特快专递EMS寄送到考生手
中，使用的是录取通知书专用
信封，其他快递方式送来的录
取通知书很可能为假。教育部
提示，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应及时通过省级招办或高校指

定的信息发布渠道，核实和确
认通知书上的院校、专业、个人
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
否一致。

有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通
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招
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还有
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
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
通知书，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
甚至伪造虚假的招生网站，诱
骗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
行账号，或以其他理由获取个
人隐私信息，进而骗取钱财。

教育部明确，通过普通高等学
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考生，
被录取的类型一般为全日制，
若录取通知书上出现了“自学
考试”“成人高考”等字眼，可能
是假的。考生和家长收到录取
通知信息时要注意甄别，切勿
打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
勿在未核实账号真伪的情况下
轻易转账。

录取通知书还是考生享受
优惠政策的凭证。大学新生可
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到火车
站售票窗口购买学生票。各大

航空公司也有针对高中毕业生
的优惠政策。不少商家会面向
新生推出优惠活动。一些地区
的旅游景区也会对高中毕业生
实行免票、半价票等政策，凭准
考证、录取通知书可到当地取
票旅行。

家庭困难新生拿到录取通
知书后，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随录取通知书邮寄的还有
贫困证明申请资料，符合条件
的新生可去当地的政府部门盖
章申请。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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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州市中招办陆
续接到群众举报，部分机构
和个人通过微信、抖音、小
红书等平台散布中招消息，

声称可以帮助学生注册学
籍、协助择校等，并以此向
家长收取钱财。经查，此类
消息均为虚假信息。目前，
郑州市教育部门正在会同
网信部门、公安部门对发布
相关信息人员进行约谈，并
对借此收取钱财行为进行
查处。

中等学校招生涉及千
万家庭切身利益，学生和家
长急切入学的心情可以理
解。郑州市中招办将贯彻
教育部及教育厅的招生工
作要求，依据政策、严格程
序、公平公正，加快推进招

生录取，请大家耐心等待。
在此，郑州市中招办也

郑重声明：任何以协调学生
入学为由收取钱财的行为
均为违法行为，此类信息涉
嫌诈骗，均为虚假信息，发
布此类信息行为为欺诈行
为。请广大学生家长提高
警惕，增强防范意识。

各位考生和家长如收
到此类不实信息，切勿轻
信，应保存相关证据，并立
即拨打市、区两级教育行政
部门投诉电话或直接拨打
110进行举报。

据大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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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投诉举报电话

7月22日，国家疾病预防
控制局、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
布了《中小学生超重肥胖公共
卫生综合防控技术导则》，《导
则》涵盖了从风险评估到生活
方式管理，再到营造支持环境
等多个方面，通过综合施策，实
施对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的有效
防控。创新性地从公共卫生维
度出发，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
期干预和疾病预警的三级预防
策略，通过科学、系统的综合防
控措施，有效预防和控制中小
学生超重肥胖的发生发展，保
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导则》明确了超重肥胖问
题的严峻性与防控必要性。超
重肥胖已经成为影响中小学生

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急
需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共同努
力。落实预防为主、早期干预
和疾病预警的三级预防策略，
是综合防控中小学生超重肥
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

《导则》详细分析了中小学
生超重肥胖的主要影响因素，
包括遗传、行为、环境和社会因
素。其中，膳食营养、身体活
动、生活方式、心理健康等是关
键的个体水平因素，而食物系
统、城市规划与生活环境、公共
政策与管理等则是重要的环境
和社会决定因素。

《导则》构建了以一级预
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为核
心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一级预防干预技术：在超

重肥胖发生前，通过超重肥胖
风险评估、生活方式管理和营
造支持环境等措施，控制危险
因素，提升保护水平，预防中小
学生超重肥胖的发生。

二级预防干预技术：开展
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筛查和早期
干预，通过筛查建档、评估预警
和个体干预等措施，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控制超重肥胖的发
生发展，预防相关疾病。

三级预防干预技术：对严
重肥胖及肥胖伴有临床危险因
素的学生，开展医疗卫生、膳
食、运动、心理和行为矫正等联
合干预，防止肥胖及相关疾病
发展，保障学生健康。

《导则》强调，专业机构、家
庭、学校、社区和医疗机构应密

切协作，共同推动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防控工作。同时，提升
防控技术的专业化、智能化水
平，推动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筛
查、预警和干预技术的创新与
应用。

《导则》还提出了一系列具
体实施措施，如控制危险因素
实现多病共防、加强监测干预
推动关口前移、加大宣传教育
营造支持环境等，以全面、系统
地推进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防控
工作。

《导则》附带《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风险自测评估表》，帮助
家长和学生通过自我评估了解
超重肥胖风险，为采取针对性
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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