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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部数据”并不神秘

【案例】一些机构或个人宣称拥有
“内部大数据”，能够“精准定位”，确保
考生进入心仪的专业，从而诱导考生
和家长购买高价服务。经核实，这些
数据并不准确，甚至存在误导性，多名
考生因此填报失误。

【提醒】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前，各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
成绩统计情况和近年来各高校录取分
数情况，市面上的咨询机构或个人所
使用的参考数据均通过该公开渠道搜
集汇总。由于一些咨询机构和个人对
招生批次、招生政策没有进行深入了
解，在使用数据时存在盲区和误区，反
而对学生和家长产生误导。

二、“专家团队”并不专业

【案例】一些机构号称“高考志愿规
划师”“权威专家团队”，以骗取考生和
家长的信任。但实际上这些机构并无
相关资质，有的甚至是临时招募的社会
人员，按照总部提供的“台词”给考生和
家长辅导。家长购买这些机构的服务不
仅花了冤枉钱，而且可能报错志愿。

【提醒】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
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
今年，各地各高校都组织了各类免费
的线上线下招生咨询活动，并加强对
高三年级班主任的培训，组建专门的
工作队伍，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细致周到
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同时，高考志
愿填报是高中毕业生的“最后一课”，
考生应依据自身的高考成绩、兴趣志向
以及高校的招生政策，自主合理填报，规
划好个人未来学业和职业发展之路。

三、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案例】一些机构利用考生和家长
的焦虑心理，收取高昂的服务费用，服
务内容“看人下菜”。某机构推出高达
数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声
称可以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指导，但
多名家长反映服务内容与实际宣传严
重不符，感觉受到欺骗。

【提醒】教育部指导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
项治理，持续整治高价收费、虚假和夸
大宣传、传播不良导向等市场乱象，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考生和
家长也要注意甄别，立足自身实际理
性填报，切勿盲目消费。

四、渲染焦虑过度营销

【案例】一些志愿填报指导机构过
度强调某些专业的就业前景，制造“热
门专业”的假象，甚至发布所谓的“专
业排名”，以此来吸引考生购买服务。
这种“专业决定论”的真实目的是兜售
课程、贩卖咨询服务，以此牟利。有的
考生听信这类指导，盲目追求“热门专
业”，结果入学以后，发现自己根本就不
喜欢、不适合所报的专业。

【提醒】目前，高校在人才培养中，
普遍加强通识教育，致力于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根据《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校均制定了
学生转专业的具体办法，为学生入校后
提供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许多高校
还推行辅修专业制度，促进复合型人才
培养。“热门专业”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
人，只有与兴趣和志向匹配的专业，才
能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

针对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发出警示

警惕“高价辅导”陷阱 自主合理填报志愿
本报记者 宋向红

本报讯 （记者宋向红）
为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志愿
填报服务，近日，教育部“阳
光高考”信息平台面向高考
生，免费开放“阳光志愿”信
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
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
合深度专业和职业解读，提
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
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
询等服务。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
统集合权威、详尽的专业库、
院校库、就业前景情况等数
据，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多
元参考信息，帮助考生“选大
学，选专业”。系统还邀请国
内权威心理专家研发相关职
业测评工具，从兴趣、价值
观、人格、学科倾向综合四维
度，为考生提供有针对性的
专业、职业心理测评，帮助考
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专业和
职业倾向。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
统最大的看点是可以为考
生提供个性定制的志愿推
荐服务。依据往年录取情
况，根据考生高考成绩（位
次），按照“冲稳保”的填报
原则，结合心理测评结果，
个 性 化 生 成 志 愿 参 考 建
议，展示录取情况、专业满
意度、就业去向等全方位
数据。这一系统的所有服
务均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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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高
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6月18日，
教育部发出警示，提醒考生和家长
谨慎对待市面上的各类志愿填报指
导服务，切勿轻信“高价”指导咨询，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
填报风险。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几
年志愿填报市场上的一些典型问
题，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防范。

6月17日，榆次区安宁小学手工社团课堂上，学生们通过热熔胶枪、纸板等材料，用灵巧
的双手制作出一组组惟妙惟肖的手工作品。 本报记者 杨 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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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雷甫）6 月 17
日下午，副市长李哲带队赴介休
市调研指导夏收夏种和抗旱保浇
工作。

李哲指出，近日我市高温天气
持续，防旱抗旱形势严峻，要摸清
旱情底数，找准应对措施，全力以
赴抓好粮食安全和防旱抗旱工
作。要做好夏收夏种，加强农机、
物资、人力等统筹调配，确保夏粮
颗粒归仓、夏种顺利及时。要强化
部门联动，制订方案、建立台账，农

业、水利部门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搞好技术指导，应急部门
要构建协调有序、运行高效的抗旱
应急管理机制，做到旱情不除、劲
头不减，全力以赴保粮食安全、保
农民收入。要总结经验模式，吃透
管理与技术、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
系，积极推广宋古乡上站村玉米滴
灌覆膜种植试验田具体做法和模
式，推动粮食产能提升，带领群众
走出一条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
业发展之路。

李哲在介休市调研指导夏收夏种和抗旱保浇工作

“咱们每天在家做饭，如果油锅起
火了，该怎么灭火？”

“在厨房闻到浓烈的煤气或天然
气异味，应该怎么办？”

“电动车充电应该注意哪些安全
事项？”

……
6 月 16 日，晋中市消防救援支队

走进榆次区迎宾南广场，为过往群众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讲解夏季防灭火
知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方法。在问答过
程中，宣传员重点围绕电动车停放充
电、燃气泄漏、电气线路等常见火灾隐
患，向过往群众讲解火灾隐患的危害
及整改措施，并就如何扑救初期火灾、
如何正确报警、如何火场逃生等消防
安全知识进行了普及。

今年 6 月是第 23 个全国“安全生
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
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晋中市
消防救援支队开展的消防安全问答便
是各地多彩活动的一个缩影。连日
来，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紧扣“人人讲
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组织开展畅
通生命通道宣传、隐患排查和应急演
练，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结合实际
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特色活动，引导全社会进一步树牢安
全底线意识，夯实安全生产根基。

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是今年我市

“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重头戏。为了让
群众能把安全知识带回家、融入日常
工作生活中，市安委会成员单位和相
关部门、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通
过摆放安全宣传知识展板，免费发放
印有安全知识的日常用品、宣传手册
和折页等，重点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和安全避险常识。同时，各参加单
位还安排专人在咨询台前提供“面对
面、零距离、互动式”的咨询服务，为过
往群众讲解安全知识，解答安全问题，
切实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6 月 16 日，我市各地各部门分别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在介休市活动现场，宣传咨询区
内人气满满，介休市安委办多家成员
单位及供电公司和社会应急救援队通
过悬挂横幅、展示展板、设置咨询台、
发放宣传折页、现场体验等多种形式为
群众答疑解惑，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内容，教育引导
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规范的
用气行为和用气习惯至关重要，大家
务必树立正确的用气观念，以万无一
失的态度对待燃气安全。”在寿阳活动
现场，华新城市燃气晋中有限公司职
工要秀甄现场向群众讲解燃气安全使
用知识，详细介绍了燃气安全使用注
意事项和生产经营中常见的燃气安全

隐患及其预防措施，提醒大家要熟练
掌握燃气安全生产专业知识，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

“今天我们组织 24个成员单位，3
支救援队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旨在达到‘人人知晓安全生产工作，人
人支持关心安全生产工作’的目的。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安全应急科
普知识宣传活动，增强社会公众安全
应急意识和自救避险能力，营造‘人人
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寿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管
理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李建飞说。

以练备战、以练促防。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以及中铁
城建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综
合应急救援演练将我市“安全生产月”
活动推向高潮。演练中，一名屋面热
熔卷材防水施工工人在作业时，由于
操作不当，点燃周边的易燃材料造成
火灾。管理人员组织紧急疏散并救援
受伤人员，项目部救援队伍迅速各就
各位，封锁现场，搬运“伤员”，使用灭
火器灭火……现场繁忙而井然有序。
经过 50分钟的实战演练，各参演队伍
圆满完成了应急预警、应急响应、应急
处置实施和应急解除等四个环节参演
科目。整个演练过程逐级推进、井然
有序，各小组分工明确、忙而不乱。

市城乡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郑丽
伟表示，希望通过“安全生产月”综合

应急演练、应急知识培训等一系列活
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增强参建各方
的应急意识、提升员工的安全素质、提
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是“安全
生产月”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深入推
进电动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压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灵石县消防救援
大队联合县工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开展电动车安全隐患联合检查。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灵石县翠峰镇
6家电动车销售门店及维修门店，重点
对有无超标配置或销售假冒伪劣电动
车及零配件、有无非法改装和拆卸原
厂配件、有无违规大量存放废旧电池、
有无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和火灾防范措
施等情况进行了检查，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
见。灵石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安
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力度，强化经销人
员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切实消除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
本，责任重大。我市各级应急部门将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勇挑重担、主
动作为，积极做到抓安全稳定与社会
发展同频共振，有效防范和杜绝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为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紧绷“安全弦” 筑牢“生命线”
—— 我市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记者 王 菲

本报讯（记者张琦 通讯员周海军）点对点培训交流、
一站式到位服务、典型示范树标杆……今年以来，我市聚焦
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通过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不
断完善县乡村三级寄递网络，大力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上行
补助工作，使得快递进村不断提速，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对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
重要作用。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
内容，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据统计，1月至4月，我市上行
快件补助单数达到79.5万单以上，是去年第一批单数的5.03
倍，而通过审核的企业数则达到了去年第一批的7倍，在我
市的 11个县（区、市）中，县域覆盖率已达到 63.6%，这意味
着，今年我市农村寄递物流上行补助工作已完成年度计划
160万单的49.7%，达到去年三个批次总单数的47.8%。

破解农产品出村“最先一公里”，是实现农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一环。市商务局积极加强引导，建立多方参与、合
作共赢的协调推进机制，明确农村寄递物流上行补助工作
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制定统一的合作标准和
管理规范。同步选树典型示范，不断提高农村寄递物流上
行补助工作组织效率和管理水平。市商务局先后对全市快
件企业和 11个县（区、市）的 30多家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培
训，并建立工作群，由业务负责人点对点随时为生产经营主
体提供咨询服务。目前，已有7个县（区、市）的21家初级农
产品、初加工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上行快件走出晋中，网络
零售额总计达到1390.94万元。

为进一步发挥省级农村寄递物流上行件补助资金效
益，快速促进我市主导产业增长、企业转型线上，借助政
策红利大力发展我市农村电子商务，降低农产品上行快件
物流成本，我市积极规范 2024年农产品上行快件申报，不
断提升农产品上行动能，组织县级商务部门和企业参加
市级评审。特别针对政策理解不到位的企业，市商务局
更是提供样板参考，悉心指导企业。得知左权县田心源
商贸有限公司导不出 8000 多单淘宝数据，市商务局工作
人员加班加点，协调专家手把手现场指导，最终按照一单
补助一元政策，让企业享受 8000多元补助，并陪着企业加
班至深夜 10 点，直到完成申报资料。平遥县梨供天下网
络科技经营部因对今年最新政策理解不到位，在市级评
审期间，市商务局更是积极协调县级商务部门现场办公，
悉心指导企业打印申报资料，完成县级初审，参加市局聘
请省级专家审核。

就是这一系列的举措和真诚的服务，极大地调动了生
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祁县宏盛农副产品加工厂、介休市
强胜食品有限公司、灵石县长城盛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平遥县绿之源水果农
场、介休市辉腾达百货店、祁县丰年购物中心等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互动更加活
跃，带动农产品上行和农民增收。平遥县晋凯传媒负责人郝德峰说：“很多农村
电商人都有一个心结，就是快递和包装费用一直居高不下。去年年底，我们领到
了农产品物流上行补贴，每单快递给我们补贴一元钱，这个政策给我们农村电商
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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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走进寿阳县西洛镇上
湖村绿千山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百亩采摘园里，一颗颗玲珑剔透
的樱桃缀满枝头，沁人心脾的果
香扑面而来，令人垂涎欲滴。慕
名而来的游客穿梭在枝繁叶茂
的樱桃树间，一边感受自然风
光，一边享受采摘乐趣。

“这里的樱桃口感细腻、清
甜可口，趁着空闲时间，带孩子
品尝新鲜的樱桃，感受田园风
光，体验采摘的快乐。”不一会
儿，游客聂建煜的篮子里已经装
了大半筐。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近年来，上湖村紧紧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培育大樱
桃、桃子、杏、西梅、玉露香梨等
特色水果产业，大力发展乡村采
摘、农家乐等，探索出了一条农
旅融合发展之路，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我们这个樱桃采摘园有
20 余亩地，每天采摘人数约 30
人，日收入在 3000 元左右。”绿
千山种植专业合作社园区经理
吴续介绍，农忙时节，园区还会
雇用当地村民前来帮忙打理，拓

宽农民增收渠道。
近年来，上湖村绿千山种植

专业合作社以“村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打造了百亩采
摘园。每年的6月至10月，可以
分季节分品种采摘，满足不同喜
好游客的采摘需求。

随着采摘园被更多人熟知，
前来采摘游玩的游客数量逐年
增加，为了让采摘园发展得更
好，合作社还将利用村集体种植
的文冠果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绿千山合作社下一步计划
利用村集体1.5万亩文冠果打造
一个旅游园区，新建文冠果炼油
厂、文冠果饲料厂，试点 200 亩
林下养殖，打造旅游、餐饮、休闲
一体化园区。”上湖村党总支书
记董永福说。

为了让村庄“富起来”，村民
口袋“鼓起来”，西洛镇深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依托自然
资源优势，将特色产业与乡村旅
游相结合，稳步实施农旅融合发
展，打造了一批绿千山种植专业
合作社这样的农村经济组织，有
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果 香 四 溢 采 摘 忙
本报记者 王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