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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央企内推”“直
签保录”等骗局严重侵害求职者合
法权益。为加强风险防范，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5月 23日联合发布招聘欺诈案例，
揭示不法分子的惯用手法和典型
套路。

识破“黑职介”——

近期，某市公安局侦破一起团
伙诈骗案件，400 余名高校毕业生
被骗，涉案金额高达 8000 余万元。
诈骗团伙成立专门公司，以能帮助
获取央企、国企及党政事业单位招
工、招干为名，通过制作虚假劳动合
同、就业协议，并与学校兼职老师串
通，虚拟组织考试、提供岗前培训
等，对求职者实施诈骗。

经查，该公司无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系非法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

“黑职介”。三部门提示，求职者通
过中介机构求职应首先核验其合法
证照，对其发布招聘岗位可通过官
网官微等多种渠道查询核实，尤其
不要轻信“央企内推”“直签保录”，
当心“掉坑”。

辨明“假信息”——

春节后，多个社交平台账号发
布“中国XX集团急招几万人，不限
专业，基本报名就能进”“急招 4万
大学生入编”等虚假信息。一些视
频博主也借机炒作引流，自称“就业
规划指导”“央国企规划师”等，贩卖
求职焦虑。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以提供高
薪岗位为诱饵，故意夸大招聘人数、

薪酬福利等，同时以不限专业学历、
不用笔试等吸引眼球，编造虚假招
聘信息，达到引流牟利等目的。求
职者要警惕“话术引流”，切勿轻听
轻信。三部门也要求各网络平台重
点加强“求职招聘指导”类账号审核
认证，建立健全虚假信息举报投诉
机制，及时清理虚假信息。

严防“招转培”——

求职者小潘在网上看到一则招
聘消息后投去简历。公司称可帮助
解决工作，但需缴纳上万元进行培
训，培训合格后协调安排到大企业
就业。但培训结束后，小潘发现该
公司推荐的岗位都是一些网上已有
的招聘信息，并非知名企业，且薪酬
福利与前期宣传严重不符。

对此，三部门提醒广大求职者，
要警惕中介机构以招聘为名变相招
生，坑骗培训费。如就业权益受到
侵害，保存相关证据，及时向当地人
社部门投诉反映。如遇求职诈骗或
个人财物、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警。

远离“招转贷”——

某物流公司发布招聘司机信
息，许以7000至 9000元/月薪资待
遇。求职者通过面试后，该公司并
未与求职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诱
导求职者签订合作协议、租赁合同
或运输承包合同等，向其收取高额
租车或购车费用，对无支付能力的
则诱导其签订贷款协议。司机入职
后才发现不但难以兑现薪酬，还背
上了贷款。

对一些不法分子依托互联网平
台发布虚假招聘广告并与不良网贷
平台勾结布设的“购车贷”“美容贷”
等陷阱，求职者要增强防范意识。
对以各种理由要求租用、购买设备
或交钱、贷款才能够安排岗位的，都
应果断拒绝，以免上当受骗。

抵制“乱收费”——

徐某到一家影视传媒公司应聘
时，公司以防止泄露剧组秘密为名
要求交“保密费”“保证金”。徐某为
求尽快顺利入职，交了几万元，但最
终工作依然没有着落。另一位求职
者王某通过中介求职时，被告知需
缴纳298元押金和路费才能安排面
试，王某缴费后并未面试到合适岗
位，但中介拒绝退回押金。

我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
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
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
关服务不得牟取不正当利益。对于
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入职
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
料费、车辆安全保证金的，都需要谨
慎对待。如交费一定要求对方出具
正规发票并加盖单位公章，为可能
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

向歧视说“不”——

某公司发布招聘信息，特别备
注“XX 地人员已招满”“XX 地免”
等，对特定户籍求职者进行限制。
又如，某中介发布招聘停车场车辆
管理员和凉菜厨师招聘信息，限招
男性，存在性别歧视的情形。

三部门提醒求职者，对于招聘

过程中发现的性别、户籍、地域、民族、
种族、宗教信仰等就业歧视，可及时向
当地人社部门投诉反映。

警惕高薪兼职——

小陈在朋友圈无意看到“兼职月
入上万不是梦”的招聘广告，声称“可
在家办公，日结高薪，月入过万”。小
陈主动联系，缴纳了近千元代理费，以
为可按照协定每日得到 30元的佣金
返还。然而仅得到 150 元的“回报”
后，小陈就被对方以各种理由停发“工
资”，群内的 500 多名群友也被移出
群聊。

当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注册公
司、入驻写字楼等方式包装成正式公
司，或在网络平台精准投放兼职刷单
等招聘广告，利用时间灵活、高额回报
等话术，诱骗求职者成为色情、赌博、
传销、诈骗等的“工具人”。对“活少钱
多”“躺平稳赚”的“好事”，求职者需提
高警惕谨防“踩雷”。

防范信息泄露——

求职者张某在某网站上投递简历
后，被“客服”告知需添加QQ群聊并
按要求操作才能入职。在对方一步步
诱导下，张某打开银行卡App以及支
付宝，并点开其发送的陌生链接，被扣
款数万元。

对要求加 QQ、微信等方式进一
步“详谈”及下载App等，求职者需高
度警惕，特别是不要轻易泄露银行
卡、网银等密码信息。如个人财物、
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请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警。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央企内推”“直签保录”？

当心就业不成遭欺诈
新华社记者 姜 琳

随着AI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开始使用
AI 辅助学习。然而，不少老师发现，有些学生的作业

“AI味”越来越重，有的孩子甚至使用AI写作业已“颇有
心得”。

近日，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年版）》，从各学段使用规范、教学应用场景等方面
都做了详细指导。如何结合这份指南，让AI真正成为学
习的“好帮手”，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老师、家长，听听
他们怎么说。

AI变“思维代餐”引家长老师担忧

记者近日采访多地中小学发现，在很多中小学生手
里，AI变得“无所不能”：从作文日记，到数理化生，再难
的作业，似乎都能“分分钟搞定”。一些初中生对记者笑
称：“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甚至在一些初中
学校，有些学生依赖上了用AI 写作业，被同学起绰号

“一搜党”。
一些学习机和学习类App在单纯地检查作业、知识

拓展、错题归类等功能的基础上引入AI，它们一定程度
上从辅助学习的“帮手”变成应付学习的“枪手”。

成都市一位初中家长说，这半年来，自己的孩子在
家写作业开始依赖学习机的AI功能，遇到难题“一搜”，
解题步骤和答案都会出现。“看似学习效率提高了，实际
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知识点。”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师徐迎春担心，
AI过度使用或让一些学生“放弃思考”。她说，AI更擅
长“打直球”，让学生越过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的理解思
考和钻研过程。

多名中学教师向记者反映，AI给出的解题思路看似
全面，却不乏混淆杂糅、逻辑性差的内容，对中小学生来
说“真假难辨”。

更令人担心的是，AI应用不当产生的一些有害信息
甚至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一位中学生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借助AI写作时，输
入职业女性、白领、市场运行等关键词，结果AI生产出
了一篇“霸总文”，内容不但“触目惊心”，且有明显违反
法律法规的表述。

让AI成为辅助教学“多面手”

教育部近日出台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
南（2025年版）》，明确提出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
用场景以及各学段使用规范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记者走访发现，很多学校已经开始探索AI助力教学
的“新路径”，努力让人工智能变成辅助教学的“多面手”。

在一些学校，AI逐渐变成“小助教”，让课堂有趣且高效。山东省德州市第
一中学学生周楷（化名）说，他的物理老师会使用AI，将一些复杂的物理概念制
作成3D模型，让抽象的概念具象化。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第四中学校长徐占吉告诉记者，学校已经开始使用
“智慧语文作文平台”辅助教师教学，其内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对
学生上传的作文进行点评并加以润色，生成个性化指导建议。

很多老师说，这种教学辅助能够针对每位学生的写作风格，精准分析出每
一篇文章的优缺点，提出修改建议。

很多班主任用AI将“精准滴灌”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位孩子，让AI当上“小
班长”。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解放街小学教师张菊兰告诉记者，教师可以将学生
日常表现情况输入“班级优化大师”，利用AI自动分析，找到薄弱环节，让班级
管理“有的放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余胜泉表示，让学生充分学习和使用AI，利用好AI的
创造性，认清AI的工具本质，才能把AI变成学习“小助手”。

在山东省德州市第九中学，信息科技组在《AI赋能网页设计》课程上引导
学生利用AI逐步掌握编程技能，并在AI的协助下制作网页。该学校一位学生
说：“AI工具的运用，让我们感受到了科学的奥秘，极大降低了理解难度，体会
到了研究的快乐。”

共筑AI使用“防护网”

受访人士建议，应当正视AI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提升家长和教师对AI的
认识，推动家校社合作共建AI使用“防护网”。同时，加大教育类AI专项研
究，实现AI对教育的“精准服务”。

兰州市一位初三学生家长说，应当将AI使用嵌入教学和家庭学习环节中，
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AI素养”，让学生认识到AI应当“为我所用”，避免学
生成为AI的“嘴替”。

目前，AI发展日新月异，但一些老师和家长对AI的了解十分有限。多名
老师和家长表示，学生使用AI“如鱼得水”，但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张菊兰建议，应当通过集中培训、家长会等方式对老师、家长加强通识教
育，了解AI相关知识，避免因信息差被学生“蒙在鼓里”。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表示，家校之间应当及时“通气”，
全方位掌握学生AI使用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使用AI。

一些家长担心，AI生成的内容过于“随心所欲”，导致生成内容“少儿不
宜”，甚至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山东省德州市一位初中生家长建议，探索AI分
级机制的可行性，通过技术手段对不同学龄段学生分级开放相关内容。

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信息与资源中心主任武小龙建议，AI市场开发方
需要充分调研，有针对性地开发AI学习产品，屏蔽多余的功能，实现对教与学
的“精准服务”。 （新华社兰州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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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5 月 23 日 发 布

《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对
工伤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
人员劳动能力鉴定进行统筹规
范。办法要求加强便民服务，
通过信息共享能够获取的申请
材料，不得要求重复提交，有条
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网络接收劳
动能力鉴定申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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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新华社发）

（上接第一版）以往网购只能到县城
取，“从村到乡有55公里，从乡到县
有70公里，有时取个快递要花费两
天时间，油费就得一百多块钱。”

2024年山南市建立起“邮快合
作”体系，农牧区“当日达”成为
现实。

近年来，西藏坚持发展要有利
于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每年财政收入的 80%以上投
入到民生领域，搭建了涵盖教育、医
疗、养老等领域的全面保障体系。

新时代的西藏，社会大局持续
稳定向好、经济建设全面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和睦
宗教和顺、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生态
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依法治藏全面
推进，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
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

如今的西藏，人民生存权迈向
更高水平。2024年，西藏落实资金
129 亿元，全力办好四类疾病免费
救治在内的21项民生实事，粮食产
量突破 110 万吨，112 万件高原炊
具惠及千家万户，新建高原和美乡
村 300 个，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3.95 万套，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越
筑越牢。

如今的西藏，人民发展权人人
共享。2024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2764.94亿元。放眼望去，一座
座现代化的城市扮靓高原，青藏、川

藏等电力联网工程点亮城市乡村，
公路、铁路、航空等立体交通网将西
藏与世界紧密连接。

如今的西藏，受教育权保障更
加充分。截至2024年，西藏共有各
级各类学校3618所，教职工9.66万
名，在校生总数达到 97万人，超过
西藏总人口的25%。当前全区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等教育主要指标均达到
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如今的西藏，人民健康权保障
更加均衡。截至2024年，西藏医疗
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7231 家、床位
21551 张、卫生技术人员 29379 人，
西藏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2.19
岁。全区三级以上医院从 2012 年
的 3家增加到17家，远程医疗服务
实现乡镇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
覆盖。

新时代的使命

走进拉萨市城关区江冲路上的
诺诺儿童书店，29岁的贡觉卓玛正
在帮家长推荐适合孩子阅读的图
书。2019年，贡觉卓玛从北京回到
家乡西藏投身儿童教育，创办西藏
诺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此前没有人做藏文绘本，我们
希望通过引进或原创一些藏文儿童
绘本，让孩子们能在阅读中学好藏
文，多一种看世界的角度。”从开设

实体儿童书店，到加盟早教中心，再
到引进、出版藏文儿童绘本，贡觉卓
玛为西藏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
围绕西藏现代化发展需要，越

来越多的新时代青年主动担当，在
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奉
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立足“民以食
为天”，43岁的达瓦顿珠十几年如一
日，带领青年科研团队开展青稞遗
传改良和育种创新工作，助力全区
青稞产量连年稳定增长；立足“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38岁的拉珠投身到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研究工作中，并
在西藏大学传道授业、培育人才
……“80后”“90后”青年群体，正接
过时代的使命和重任，逐渐成为西
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高原各族群众，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聚焦稳定、发展、
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科学谋划长治
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夯实西藏长治久安的基
础。西藏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
位的政治任务，全面依法治藏，不断
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保持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
定，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保持在
99%以上。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西藏坚定不移走符合西藏实
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深
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扩大

有效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
发展清洁能源、绿色工业、文化旅游
等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
有潜力。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西
藏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严格执行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加快推进美丽
西藏建设，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目前7个地（市）和11个县（区）成
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西
藏是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
之一。

——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
示范区。作为边疆民族地区，西藏坚
决扛起拱卫祖国西南边陲安全的政治
责任，通过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推进边境城镇建设，改善边境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并深入实施兴边富民
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产业，加快边
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让边境群众生活
富起来、爱国守边意识强起来。

回望西藏和平解放 74 周年的历
程，雪域高原的发展脉络愈加清晰：
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
跨越，从“跟跑”到“并跑”的进阶，
从“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的转
变，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征程
上，300 多万高原儿女以“缺氧不缺
精神”的奋斗姿态，奋力书写新时代
的进步篇章。

（新华社拉萨5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