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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就业招聘旺季，各地各类招聘考试密集举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在一些网络平台，有的“助考中介”以“考试援助”为名诱导求职者舞弊，以此
牟利。这种乱象甚至蔓延到校内考试，由此催生了一条地下黑色产业链。

是“辅导课业”还是帮助作弊？
——“助考中介”乱象调查

A 【牵线搭桥，帮助作弊】 》》》

近年来，许多入职笔试由线
下改为线上，在灵活、便捷的同
时，也给作弊者造成可乘之机。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网络平
台，“助考中介”诱导求职者“花
钱走捷径”的情况屡见不鲜。

业内人士介绍，一些“助考
中介”在考生与代笔者之间牵线
搭桥，利用各种手段帮助考生作
弊得高分。

为躲避平台监管，“助考中
介”使用暗语与考生交流，通常
使用“上车”“助攻”“辅导”等貌
似普通、正常的说法。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课业辅
导”“课程辅导”等关键词，随机
点入一家网店咨询，客服要求添

加微信。在与微信名为“课业辅
导小助手”的店员沟通中，对方
承诺在企业招聘考试中可以代
考，也可以帮助考生作弊。

记者在淘宝上一家网店发
现，其销售的商品标记有“银行
笔试包进面”“企业笔试包进面”
等广告。记者通过客服提供的
账号添加微信后，商家表示：“国
内各大银行以及地方银行都能
做，还能考电力、保险、电信等行
业央企。”

所谓“助考中介”具体如何
操作？一名客服告诉记者，通常
来说，中介负责与考生、代笔者
联络谈妥后，预付全款的考生会
被拉入一个群组，里面有数名代

笔者待命。
以 某 用 人 单 位 的 秋 招 为

例。某岗位在笔试阶段试卷题
目相同但题序不同，“助考中介”
会事先发布大量广告寻找买家，
确定一定数量的“订单”后，花钱
找来多名“考手”报名参加考
试。“考手”们分别拍摄考卷传到
群组，场外提前准备好的多名答
题者分别完成试卷的不同部分，
再将答案发到群组中。

部分求职者介绍，为了维持
考试秩序，一些企业笔试会要求
考生在家中设置单机位或双机
位的直播监控。对此，中介也会
进行指导，传授如何调整电脑的
高度、角度、位置等作弊手法。

B 【蔓延至校内考试和英语四六级等考试】 》》》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招聘考
试，类似的替考、助考生意甚至
延伸到中学、大学的期末考试、
英语四六级考试等。

在闲鱼平台，一名自称某高
校学生的“助考中介”介绍，他能
组 织 替 考 初 高 中 全 科 期 末 考
试。“初高中全科，只要是校内的
都可以。大二以内的高等数学、
物理也行。”一名自称某高校大
学生的“枪手”说，“手机发布答
案的考试危险性更高，我的优势
是可以线下替考，价格也便宜。”

“一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
金或者取得保研资格，希望得高
分，所以我们就有了市场。”一名

“助考中介”说。
在中介们发布的宣传语中，

“保你上岸”“期末考带你飞”“保
你不挂科”等屡见不鲜。记者联
系了几名“助考中介”，他们表示
可承接初高中、大学期末考试。

记者调研了解到，与单兵作
战的大学生不同，专门做期末考
试代考的团队收费较高。有团
队专门为物理、化工、计算机、土
木等专业提供期末考“助攻”或
替考，自称生意很好。

一些充当“枪手”的学生在
社交平台发布替考广告，称能代
考高校的期末考试，费用在几百
元到1000元不等。“理工科专业

的考试难度大一些，收费也相应
高一些——60分及格线500元，
75 分 800 元，要求 85 分以上需
要 1000 元。”一名“助考中介”
说。

当记者咨询四六级考试时，
一名助考中介告诉记者，“四六级
也能做，现在市面上做的人少，我
们有内部渠道。考生要确保能带
手机进入，我们可以发答案。如
果不想冒风险的话价格高一些，
只要发身份证、准考证，就能查到
425分以上的分数。”面对记者的
质疑，该中介声称“有官方渠道的
人”，并发来了其他买家成交的记
录和合格的成绩单。

C 【多方合力整治舞弊行为】 》》》

我国刑法规定：“在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些“助考中介”已落入法
网。今年10月11日，北京市海
淀区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某等
人组织考生考试作弊案作出一
审宣判。法院经审理查明：张
某 、杜 某 某 等 人 在 2021 年 、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前和考试中，在考点附近安
置信号发射装置、制作及发送
答案，帮助考生作弊。最终，法
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判处
张某等9名被告人5年6个月至
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
至2万元不等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
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中，组
织作弊，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
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或者
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符
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
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
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
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犯
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针对“助考中介”乱象，受
访者建议，招聘企业、平台和有
关部门应从监管、技术等多角
度共同发力，整治替考、助考舞

弊行为。
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李泽

超律师表示，网络平台商家以
“课业辅导”“课程辅导”等为幌
子提供考试作弊等服务的行
为，一经查证属实便构成违
法。相关平台应提高商家准入
门槛、加强资质审查，对于认定
提供作弊服务的商家，应将其
及时列入黑名单并主动向有关
主管部门上报；可能构成违法
犯罪的，平台可将相关线索移
交公安机关。

专家表示，招聘企业应提
升反舞弊技术，封堵技术漏洞，
防止考试舞弊。对于“走捷径”
的考生，企业应取消作弊考生
的成绩和录用资格；若发现已
入职人员是以代考舞弊等欺诈
行为通过招聘考试的，可依据
相关规定取消聘用合同。

“各个高校针对考试作弊
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
来说都比较严肃，轻则警告、挂
科，重则开除学籍。”贵州民族
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宗世法表
示，针对学生校内考试作弊行
为，学校应培养学生增强法律
意识，改进考试形式，对监考的
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管理。

宗世法建议，公安、教育、
网信、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应
加强配合，畅通举报渠道，加强
对涉考违法有害信息的巡查处
置，督促互联网企业落实监管
责任，全面清理涉考有害信息，
依法查处，曝光通报。对涉嫌
考试作弊的，依法打击绝不手
软。 新华社贵阳12月5日电

谁来守护中小学生的“课间10分钟”？

“让我试试！”“该
我了，该我了！”——
下课铃声仿佛触发了
开关，孩子们冲出教
室，嬉戏声在校园里
回荡，尽情享受着“课
间10分钟”的运动快
乐。

日前，一场“课间
微运动”全国现场展
示暨研讨活动在深圳
市福田区新沙小学举
行。校园内，来自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等业内专家到场观
摩，一场关于“课间10
分钟”的深入讨论，也
随之展开。

校园里的“空间魔术师”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局长王
巍介绍，从 2019 年开始，深圳市
各中小学积极探索实践课间微运
动，以多元化的课间活动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发展。

事实上，人多地少的深圳福
田，中小学校往往非常袖珍，运动
空间的安排和设施的设置捉襟见
肘。

新 沙 小 学 是 一 家 成 立 于
1908年的百年老校，经历过多次
复建，2021年在原址进行了彻底
的重建。新沙小学校长陈志华介
绍，重建后，新沙小学的总建筑面
积约为 37000 平方米，其中运动
场地的面积就占了近15000平方
米，占比超过40％。

在城市中心楼房包围的校园
中，能够做出这么大的运动场地，
可谓是“空间魔术师”。

陈志华说，学校为学生提供
“乐园式”的运动场所，每个区域

指定项目，孩子们无需下楼，走出
教室就可以马上开展活动。

在新沙小学，教室外的柱子
上都安装了AI互动锻炼屏，成为
最受小学生们欢迎的运动设施，
孩子们跟随着屏幕指令完成深
蹲、开合跳，通过人脸识别获得积
分，教室外的露台和连廊也成了
孩子们的运动空间，跳绳、丢手
绢、扔沙包，玩得不亦乐乎……

“形式丰富、安全有序，让我
大开眼界。”参与此次活动的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
究所所长吴键评价。

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李妮
娜也感叹：“看到这样的运动设
施和氛围，我都想再上一次小学
了。”

“课间10分钟”为什么重要？

最近一段时间，“课间 10 分
钟”成为了整个社会热议的话
题。“课间圈养”“中小学生连上厕
所的时间都快没了”等话题频频

冲上热搜，“课间10分钟”对学生
的身心健康到底有多重要？“课间
10分钟”如何保质保量？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
研究员黄镇敏认为，久坐少动、体
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导致中小学
生的近视率、肥胖率居高不下，慢
性病、抑郁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目
前仅仅靠体育课是不够的，“课间
10分钟”的运动时间对孩子们的
身心健康十分关键。

黄镇敏介绍，最新的国际研
究发现，运动只要持续 3 分钟以
上，特别是 3 分钟以上的中高强
度的运动，就会对健康产生积极
的效果，不可因为时间短，就忽视
珍贵的“课间10分钟”。

吴键表示，中小学的“课间
10分钟”受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

“学校应当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
时间，组织开展文化娱乐等课外
活动”。

如何保证“课间10分钟”效果？

谁来守护中小学生的“课间
10分钟”？

“阻碍课间活动的根本原因
不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的问题，而
是学校制度设计问题，是时间、空
间有限问题，是责任担当问题。”
吴键说。

目前，不少中小学的场地空
间有限，特别是在大城市，不少学
校面临保证学生安全和开展体育
活动的两难境地。

当然，除了空间和制度的保
证，校园体育活动的风险保障机
制仍需健全。也有业内专家建
议，要进一步健全学校运动的意
外伤害保险等制度。

而“课间 10 分钟”的理念也
需要得到包括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在内整个社会的认同和理解——
我们在校园里听到的，应当是琅
琅书声与欢声笑语的交响。

据新华社深圳12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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