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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成绩揭晓和录取分数线划
定，选报志愿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当务
之急，这段时间天天思谋着、商量着、斟酌
着，大多犹豫着一时拿不定主意。

上 大 学 是 人 生 大 事 ，慎 重 选 报 志 愿
自 在 情 理 之 中 。 正 因 如 此 ，好 多 人 便 异
常 敏 感 ，面 对 志 愿 的 选 择 举 棋 不 定 甚 至
寝 食 难 安 ，搅 扰 了 正 常 的 研 判 。 笔 者 的
熟人圈里，就有一些亲朋为此纠结着。

窃以为，在这样的当口，理智为上，冷
静 为 好 。 那 么 ，如 何 才 能 将 志 愿 报 得 合
情、合理、合心？这固然不会有标准答案，
但各自的心中都应有合适的考量。关键
是要把上大学的出发点搞清楚，再根据自
身的情况科学判断、理性选择，不要务虚

和盲从。
一 是 不 要 图“ 名 ”。 好 多 考 分 较 高

者，紧盯名牌与重点，在“211”“985”的圈
子里打转转；一些考分偏低者，不情愿选
2C、报专科。大家的心理是一样的，只要
有 可 能 就 不 愿“ 低 一 等 ”，“ 重 点 比 普 通
强，一本比二本好，高文凭比低学历吃得
开”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殊不知，这本身
就陷入了一定的误区。名牌与重点的硬
件 、师 资 和 人 文 环 境 肯 定 不 错 ，一 本 的
质 量 基 本 优 于 二 本 ，但 如 果 仅 仅 为 的 是
其 光 环 或 档 次 之 别 ，而 忽 略 了 自 身 发 展
进 步 这 个 根 本 ，那 就 是 舍 本 逐 末 。 况
且 ，学 校 的 等 次 并 非 铁 板 钉 钉 ，比 如 ，有
些 二 本 的 质 量 早 已 赶 超 一 本 ，个 别 一 本

的 质 量 反 而 有 些 下 滑 ，某 些 曾 经 的 重 点
也已名存实亡。

二是切莫跟“风”。近几年，选城市、
挑专业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认为：宁可到

“好”城市的“赖”学校，也不去“赖”地方的
“好”学校；宁可报“赖”学校的“好”专业，
也不报“好”学校的“赖”专业。如此观点
似 乎 很 有 道 理 ，于 是 大 家 奉 为“ 法 宝 ”。

“好”城市固然有利于增长见识促进发展，
热门专业固然就业有优势，但也不能一概
而论。因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座城
市也不可能处处都好，或者样样都差；专
业的热与冷，也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变
化而变化，谁能保证眼下很“牛”的专业往
后不会“熊”？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推行“自
由转专业”，提供更多灵活选择和个性发
展的空间，填报志愿时选专业实在不必左
挑右拣，对于热门、冷门的焦虑和纠结，可
以大大消解。

其实，了解自身、注重个性才是最为关
键的，而好多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正确
的选择，应该是根据性格、爱好和基础，寻
求适合自己成才、发展的方向。专业对口
固然好，要是不对口或不喜欢日后还能转，
况且往后的日子很长，“有牛不愁往山上
赶”。走向真正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学识、
素质与能力，以及出众的思想认识、务实的
作风，这才是就业与竞争的法宝，才是永不
过时的“热门”。

选报高考志愿图“名”跟“风”不可取

对非法集资人 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
部门对非法集资人处集资金额 20%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

非法集资人为单位的，还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责令停产停业，由有关机关依法吊
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对其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非法集资协助人 由处置非法集资
牵头部门给予非法集资协助人警告，处违
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
时履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纳罚
款义务时，先清退集资资金。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不可行
投资不能太大意，高额返利要当心
网帖不能当证明，资产背景莫轻信
宣传不能看数据，公司实况要查询
熟友不能不当心，合不合法要弄清
转账不能私对私，无凭无据理不明
被骗不能怕出丑，收集证据再报警
闹事不能当出路，依法维权最可信
1.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
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非法集资的危害
非法集资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

融秩序，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大量社会
治安问题。

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蒙受严重
经济损失，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非法集资属违法行为，非法集资人和
非法集资协助人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
到法律制裁。

3.非法集资基本特征
① 未经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批准。
②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

集资金。
③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

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
④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
4.非法集资活动的“四部曲”
① 画饼
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

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
“新政策”“区域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
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把集资参
与人的胃口“吊”起来，让其产生“不容错
过”“机不可失”的错觉。非法集资人一般
会把“饼”画大，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

② 造势
召开新闻发布会、产品推介会、现场

观摩会、体验日活动、知识讲座等；组织集
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

品；大量展示各种“技术认证”“获奖证书”
“政府批文”；公布一些领导视察影视资
料、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明星合影；故意
把活动选在政府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
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

③ 吸金
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

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让参与人初尝“甜
头”，使其相信把钱放在他那儿不仅有可
观收入，而且比放在自己口袋里还安全。
参与人不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出，还动员
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

④ 跑路
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

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
人去楼空，或者因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
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
血本无归。

5.非法集资常见手法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
不法分子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

富翁”的神话，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
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
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
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或
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

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
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开展创
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有的
甚至组织免费旅游、考察等，骗取社会公
众信任。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分子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聘

请明星代言、名人站台，在各大广播电视、
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在报刊上刊登专访
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
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
有些非法集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

加自己的业绩,有时采取类传销的手法，
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得
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
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
扩大。

6.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
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
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而所形成
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债权
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予
以没收，就地上缴中央金库。在取缔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不能采
取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弥补非法集资造成
的损失。

大同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组办公室

非法集资相关法律责任

有感而发 魏冬妮魏冬妮＞＞

高考结束，“后高考经济”这个词热了
起来。据《大同晚报》6 月 26 日报道，高考
过后，许多考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放松身
心，家长也本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消
费 起 来 毫 不 手 软 ，如 何 引 导 学 生 理 性 消
费，再次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

考 后 来 一 次 报 复 性 消 费 也 许 是 许
多 考 生 的 愿 望 ，把 自 己 心 仪 已 久 的 手
机 、电 脑 等 数 码 产 品 统 统 拿 下 ，与 好 友
一 起 痛 快 玩 耍 ，甚 至 在 购 买 商 品 时 只 挑
选 昂 贵 的 名 牌 货 。 家 长 往 往 体 谅 孩 子
的 辛 苦 ，将 孩 子 的“ 愿 望 清 单 ”照 单 全
收 。 长 期 以 来 ，对 学 生 群 体 来 说 ，有 关
消 费 的 教 育 较 为 缺 乏 ，这 也 导 致 许 多 学
生 在 进 入 大 学 后 形 成 盲 目 攀 比 、崇 尚 名
牌的消费观，有的甚至陷入“校园贷”而
债台高筑。

曾 有 一 位 大 学 女 生 发 帖 求 助 ，希 望
母 亲 能 多 给 一 些 生 活 费 ，她 在 帖 子 中 提
到 ，高 中 时 掏 四 五 千 补 习 费 父 母 眼 皮 都
不 眨 ，为 何 上 了 大 学 只 愿 给 自 己 每 月 两

千 的 生 活 费 ？ 有 这 样 疑 问 的 大 学 生 不
在 少 数 ，这 反 映 出 在 过 往 教 育 中 ，家 庭
与 学 校 对 孩 子 如 何 管 理 金 钱 的 缺 失 ，导
致 孩 子 长 大 后 没 有 形 成 正 确 理 性 的 消
费观。

进入大学后，与来自不同城市、不同
成 长 背 景 、不 同 家 庭 条 件 的 同 学 生 活 在
一起，如何正确看待消费上的差异性，应
当成为每位考生思考的问题。作为没有
固 定 收 入 来 源 的 大 学 生 ，需 要 根 据 各 自
家庭的情况，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把消
费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家长可以鼓励
孩 子 积 极 参 加 社 会 实 践 ，让 孩 子 正 确 认
识财富、懂得积累财富、善于创造财富，
教 导 孩 子 自 食 其 力 的 重 要 性 ，而 非 一 味
满足孩子的物质欲望。

让孩子形成正确的消费观、财富观，
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大学是迈向成年、
走向社会的关键阶段，尽早培养孩子的理
性消费观念，让孩子懂得量力而行，才是
这个暑假应该有的收获。

养成正确消费观是准大学生的必修课

有话直说 江德斌江德斌＞＞

今年“首个高考成绩被屏蔽的人出现
了”的消息冲上热搜。6 月 23 日，云南红
河州一中一名女生查询高考成绩时，发现
自己的成绩被屏蔽，考生成绩报告页面并
未显示具体的分数，但在页面下方有一排
小字“你的位次已进入全省前 50 名，具体
情况请于 27 日查询”。这一消息冲上社交
媒体热搜榜，截至 25 日，该话题阅读量逾
3亿，讨论量 5.7万。

“高考屏蔽生”出现的初衷，是为了防
止炒作“高考状元”，遏制“抢生源大战”。
此前，各地热衷炒作“高考状元”信息，盲
目推崇高分考生，商家借机兜售相关商
品，导致社会“唯分数论英雄”，诱发教育
焦 虑 。 所 以 ，教 育 部 门 推 出“ 高 考 屏 蔽
生”，通过技术手段对排名靠前的考生成
绩进行保密处理，以减少社会对高考成绩
的过度关注和不当炒作。

可 是 ，随 着 各 省 份 陆 续 公 布 2024
年 高 考 分 数 线 ，各 地 在 查 考 生 分 数 时 ，
又 将“ 高 考 屏 蔽 生 ”变 成 炒 作 对 象 ，这

实 际 上 是“ 换 汤 不 换 药 ”。 名 义 上 没 有
炒 作“ 高 考 状 元 ”，却 用“ 高 考 屏 蔽 生 ”
来 替 代 ，炒 作“ 屏 蔽 生 ”就 是 在 炒 作“ 高
考 状 元 ”。

各地恶炒“高考屏蔽生”的信息，已然
属于违规行为，破坏了教育生态环境，产
生不良示范效应。各地主管部门不能听
任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的规
定被架空。网络社交平台也要遵守相关
规定，不宜助长炒作之风，对此类宣传“高
考屏蔽生”的信息，应主动采取相关措施，
而不是反过来推动消息大范围扩散，造成
不当影响。

从历年的情况看，随着各地相继公布
高考分数，类似花式炒作“高考状元”的做
法，也会层出不穷。诸如以水果名称替
代、玩谐音梗、打哑谜、藏头诗等，均暴露
出 社 会 上 弥 漫 着“ 唯 分 数 论 ”的 评 价 思
维。因此，要引导公众转变评价模式，以
平常心看待高分考生，为每一位学生创造
更好的成长环境。 据光明网

炒作“高考屏蔽生”的信息也该被屏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