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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都是乡亲一辈子都是乡亲
身边身边的的““120120””
已经72岁的何世英每天7点

钟准时打开村卫生室的大门，听

诊、把脉、打针……用行动践行着

自己的诺言。在甘肃省临夏回族

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

族自治县大河家镇梅坡村，何世英

已经当了52年乡村医生。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大河家镇梅坡村和

附近的甘河滩村只有何世英一名

乡村医生。她一个人除了为村民

看病，还承担计划免疫、妇幼保健

等任务。图为何世英在村卫生室

查看一名婴儿的健康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 斌 摄

□ 刘博超

8月中旬，随着各省区市高

职专科批次录取渐次完成，

2018年高考招生录取也进入尾

声。征集志愿和调剂结束后，是

落榜考生最心焦，也是“野鸡大

学”招生人员最为活跃的阶段。

面对花样百出的“假大学”“假中

专”骗局，家长考生如何远离虚

假学校的陷阱，虚假宣传骗局招

生经久不绝的深层原因在哪

里？有媒体近日展开了调查。

信息不对称
相信天上掉馅饼

宁夏灵武宁东镇的张生春

5年前被一个声称与某医科大

学合作办学的学院招去，直到学

院被查处，才知道自己浪费了3

年时间和数万元学费。《光明日

报》记者采访张生春的同学时发

现，他们大都来自山西长治、甘

肃平凉、民勤，内蒙古包头等

地。“当时没过线，心里着急，一

看学院在大学园里、医大边上，

也听说合作办学收分低，就去

了。”张生春说。

在日前曝光的392所虚假

大学名单中，在北京的有 151

所。据了解，虽然很多虚假大学

设在东部发达地区，生源却大多

来自中西部地区，且家境多不宽

裕，迫切需要好的就业改善经济

状况。

“虚假大学在大城市已经骗

不到人了，但由于信息流动还有

滞后效应，农村、中西部地区便

成了‘假大学’广告轰炸的目

标。”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

究院教授罗志敏指出。

今年6月，一个名为“武汉

经贸大学”的“山寨官网”被河北

省网信办依法关停。该网站的

栏目布局、主页大图与正规高校

河北经贸大学完全相同，甚至简

介中还有“围绕湖北省委、省政

府提出的实现河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的奋斗目标”等字

眼。该学校曾经归属于民办武

汉经贸大学，属于非学历高等教

育机构，并于2016年经整合组

建了现在的武汉光谷职业学院，

原建制已经撤销。骗子借用旧

名、复刻官网，就“建立”了一所

“大学”。

“前些年为了创收，部分高

校办学种类过多过杂，为类似骗

局提供了生存的土壤。现在口

子已经收紧，但骗子还在大行其

道。”不愿具名的专家陆盛平(化

名)表示，现在网上录取很公平，

走正规志愿填报流程就不会出

问题。正规录取的学生都有与

学籍管理有关的联网编码，如果

尝试非常规渠道，耽误了正规录

取的时间，一个月后系统关闭，

再想去报到就来不及了。“不要

相信所谓点招、特招，不要相信

天上掉馅饼。”

多头管理
执法难聚力

据《扬子晚报》报道，因虚假

宣传，今年4月，南京有关部门

下发通知，取消南京交通科技学

校2018年招生资格。6月，该校

换了一个名字新领航职业学校，

又开始招生。

打开南京新领航职业学校

网站，“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

确保对口就业、入学即就业”字

眼映入眼帘。除了就业保障，网

站还标明了文凭保障：毕业颁发

中专文凭+大专文凭+本科文

凭，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备案，

电子注册，学信网可查。

“天眼查”系统显示，江苏新

领航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8年6月1日。最

初经营范围是教育领域内的技

术服务。后来，在一个月内先后

增加了“从事国家批准设置的特

定职业和职业标准范围以外的

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

证书类培训)；互联网信息服务；

艺术培训；研学培训；科技培训；

人力资源咨询；人力资源软件研

发；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不含

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

训)等。”

南京交通科技学校的主管

单位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朱清怡处长表示，这家单位

换了一个名字又开始招生明显

属于违规行为，但新领航集团不

是人社部门审批和管理的机构，

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机构，不在

技工院校招生的范围之内，也从

来没有给过任何的招生计划。

此外，这家新领航教育集团的工

商登记注册地点位于句容市华

阳街道，这在查处上存在一定难

度。他建议，应该由政府组成联

合的执法机构对这样的机构进

行严肃查处。

“主体权责是按照谁审批谁

监管的原则进行的。注册在工

商，出了事也不能让教育、人社

这些部门负责。”罗志敏还表示，

因为历史形成、部门利益等原

因，学校尤其是职业学校的主

管、监管部门多样，多头管理难

以统一归责。

“工商注册为教育企业本身

不能说违法，只能说虚假宣

传。”陆盛平表示，教育部门并

没有执法权，只能发布正规高

校名录，而虚假大学名录，省区

一级无权发布，国家层面掌握不

全，这就给了“假大学”“假中专”

生长空间。

风险防控
高校监管待健全

交15万元中介费，每年再

向中介交1.5万元杂费，住宿舍、

在教室上课、参加考试甚至运动

会，却没有学生证、饭卡，更没有

学籍。2015年，某知名高校曾

发生校外不法人员“运作入学”

的招生诈骗。后经校方查实，后

勤集团职工串通中介，私自为受

骗学生安排了住宿。校方表示，

相关人员已受到责任追究。在

这个例子中，高校管理的疏失为

骗局的可信度增添了重要砝码。

同年，云南新兴职业学院大

理分校被曝2012级、2013级的

234名大专学生学籍远在云南

文山的三鑫职业技术学院。原

来，新兴学院当年招录考生过

多，三鑫学院又有指标空缺，便

承诺帮新兴学院解决学生的学

籍问题。新兴学院将这些学生

信息汇总后交由三鑫学院录取、

办学籍，原拟通过转学转回，后

来未能兑现。违规变通给学生

带来的潜在风险变成了现实。

有学籍注册证明，有学业档

案，有教育主管机构的学历认证

和官网的查询记录，也不意味着

有含金量。“一些高校成人教育

学院只重招多少学生，却不抓教

学管理和教学质量。虽隶属于

某所高校，但办学模式却很独

立，脱离了学校教务部门的监

管，学校关心的是它每年上缴的

学费收入，其他则很少过问。上

级教育主管机构缺乏像普通教

育那样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

措施，从而存在一个‘监管盲

区’。”罗志敏说。

他表示，要堵漏洞，只有加

强监管，“一方面，是高校对其

下属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也

有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

同时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接

受社会监督”。

骗局花样百出“假大学”为何禁而不绝

□ 李政葳

诈骗分子伪装成“高富帅”

“白富美”，借用婚恋网站花言巧

语“围猎”急于脱单的男女青年；

传销组织在招聘网站上冒充名

企，以高薪招工为名义诱骗大学

生加入……

如今，一些交友、婚恋、招聘

等网络平台给网民提供便利的

同时，也时常出现虚假信息，甚

至形成诈骗产业链条，令广大

网络用户防不胜防。近年来，国

家网信办等有关部门陆续开展

行业网站严重违规失信专项整

治，不断加大对违规失信网站

的查处力度，大力推进网络诚

信建设。

大批严重违规失信
网站被查

早在2015年，国家网信办

等部门就开展了“婚恋网站严重

违规失信”专项整治活动，组织

专门力量网上巡看，针对不同类

型的婚恋网站违规失信问题对

症下药，突出“三个坚决查处”，

即对利用婚恋网站涉嫌实施有

组织诈骗行为的团伙坚决查处；

对利用婚恋网站涉嫌实施卖淫

嫖娼行为的团伙坚决查处；对婚

恋网站涉嫌弄虚作假、不正当运

营、纵容严重违规失信行为坚决

查处。

据悉，此次整顿依法关闭

了128家严重违规失信婚恋网

站（含网站婚恋频道），并通过

约谈等方式责令 20余家网站

整改或停网整顿。这些网站受

查处的原因集中在未依法履行

登记备案手续、备案信息虚假、

恶意泄露用户注册信息、纵容

用户违规行为、传播色情低俗

信息等。

针对部分招聘网站存在违

规失信的顽疾，2016年上半年，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专项

整治各类招聘网站（含网站招聘

频道、招聘网站APP），分两批进

行依法查处，并关闭了兼职人才

114网、快点招聘网、夜场招聘

网等多家网站。

对此，国家网信办方面介

绍，在被依法查处关闭的招聘网

站中，主要存在网站未经备案或

许可、假冒正规招聘网站、发布

涉黄涉赌等违法信息、泄漏用户

信息等严重违规失信问题。另

外，一些大型招聘网站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违规失信问题，网民意

见较大。

“整治行动对违规失信的行

业网站产生了强烈震慑作用，有

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网的落实，

推动网上市场主体树立依法经

营理念，营造公平竞争的网络市

场环境，对行业发展具有极大的

积极影响。”中国传媒大学政法

学院副院长王四新说。

落实“网络实名制”

遏制网站违规失信乱象不仅

要集中清理违规网站，还要建立网

站诚信建设的长效机制。在王四

新看来，网站要将诚信建设强化到

一定高度，并在网站诚信建设方

面加大投入；相关部门也应加大

力度，实现监察执法的常态化。

“网站诚信信息数据库建设

可以有效解决网络环境下信息

不对称引起的欺诈失信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

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永江建议，

网络企业诚信机制建设应当实

现企业违规信息记录共享，并建

立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企业

的社会化监督和市场化约束，要

让所有责任人承担失信成本。

针对网站“网络实名制”落

实不严现象，谢永江认为，平台

应尽到更多的管理与核实的义

务，确保招聘单位和求职者基本

信息的真实性，不得使用介绍

信、名片等非正规方式替代网络

实名认证。另外，这种核实义务

不能仅限于企业自律，还应该上

升到立法的层面。

在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研究员、IT与知识产权律师赵占

领看来，“网络实名制”既包括实

名注册也包括实名验证。“实名验

证方式有多种，通过身份证数据

系统连接核实，有时难以避免借

用、冒用身份证等情形的出现。

因此，行业网络平台可以尝试采取

更多技术手段，比如视频验证等。”

赵占领还提到，对于发布过

虚假信息甚至存在过诈骗行为

的用户，应该由行业协会或者监

管部门牵头，建立行业违规失信

“黑名单”机制。“一旦出现不诚

信甚至违法行为，将被列入行业

黑名单，所有网络平台都禁止其

注册和使用”。

专项整治与长效机制并举 遏制网站违规失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