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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女士家住海曙石碶街道，去
年女儿参加高考第一天，她送女儿去考
场途中汽车抛锚，情急之下拨打了石碶
派出所报警电话求助。民警驱车及时将
孩子送到学校。

警方提醒：部分考生从家中出发前往

考场，未由学校车辆统一接送的，尤其是家
里距考场较远且驾车出行的，出发前务必
检查车辆状况，加好油，看好出行路线以免
堵车。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前应做好准备工
作，带好身份证和准考证。如发生意外状
况，可及时报警或就近求助执勤人员。

今年高考将于 6 月 7 日到 8 日举
行。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有序、安
全和畅通，宁波交警从合理安排勤务，加
强秩序维护、落实便民举措等三方面入
手，并事先加强与教育部门、考点、学校
的沟通，广泛听取意见，提前踏勘现场，
对接出行路线，摆放交通设施，制作交通
出入口导向和停车诱导指示落实拖车应
急备用，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工作。

高考期间，民警、辅警将提前到岗，
切实加强路面管理，对考点周边特别是
轨道交通施工、临时道路施工附近区域
等交通节点复杂路段，加强交通秩序管
理，严格查处禁鸣区鸣号、大货车闯禁行
线等交通违法行为。

高考期间，交管部门还将推出个性
化疏导措施，全力为考生及家长排忧解
难，创造良好交通秩序环境。各考点各
派出一辆警车，及时受理考生求助，为考
生应考提供应急服务；对发现考生或乘
载考生的车辆在道路上发生一般交通违
法行为的，指出违法行为后教育放行；发
生特殊情况的，记录有关情况后立即放
行，再通知接受处理；不能立即放行的，
先把考生送往考场。

此外，宁波交警向广大考生及家长
做出温馨提示。

一、考生、家长出行安全注意事项：
1. 注意选择适当的交通工具，尽量

不要乘坐摩托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减轻交通压力；

2.不论是乘公交还是开私家车去考
场，都要提前选择好路线和熟悉路线；

3.要充分估计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
况，适当提前出发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
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

4. 请留意考场周边的绕行标志，提
前做好绕行准备，避免不必要的拥堵情
况；

5.请考生家长不要直接把孩子送到
考场门口，可以提前让孩子下车步行至
考场，以免发生拥堵；

6.请开车送考生的家长要提前检查
车辆确保车况良好，听从交警指挥，在指
定地点停车，并做到“即停即下即走”；

7.文明出行，遵守交通法规，避免发
生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

8. 赴考路上如发生道路拥堵，时间
紧急，考生预计无法按时到达考场时，可
以向附近执勤民警求助。

二、市民、司机文明出行注意事项：
1. 各考场周边的机关、企事业单位

在考试期间请主动减少车辆外出，社会
车辆应尽量绕开考点行驶；

2.请广大司机朋友尽量为考生创造
良好交通环境，遇学生过马路要主动停
车避让，遇持有“高考通行证”的车辆要
主动让行；

3. 经过考场附近时应减速慢行，严
禁乱鸣笛，不要猛踩油门或刹车，大公共
汽车尽量不使用扬声器，减少噪音；

4. 如果遇到考生紧急求助，请您尽
量配合，帮助考生尽快到达考场；

5. 遇考场周边道路临时限行，要给
予理解和配合，服从警察指挥绕行；

6. 在考场周边，请按交警的疏导停
放车辆，不要乱停乱放，堵塞交通。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陆明光 董力军

李先生的儿子今年高三。由于成绩
一般，越临近高考，李先生就越紧张，除
了叮嘱妻子多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补补以
外，还常去书店和网上帮儿子找“精神食
粮”，看到和高考有关的消息，也总是特
别关注。

前几天，李先生收到了一条手机短
信，上面写着“打开网址就能在高考结
束后第一时间查询成绩”，而且还有

“报考攻略及高校录取程序指南”，还特
别提及了如何在低分情况下上理想的大
学。更重要的是，对方称可通过“特殊
门路”获得高考出题专家组内部押题信
息，只需点击链接即可查看。

李先生毫不犹豫点开了链接，果然

看到了不少试题，但要查看完整试题就
得付费购买。李先生立即按要求付费近
5000元，但网页无法刷新，“完整”试题
也没跳出来，这才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高考诈骗信息容易让人
上当，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利用了考生和
家长过度关心高考、想取巧的心理。家
长和考生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碰到点击
购买“内部押题”、山寨查分“钓鱼”网站、
以发放助学补贴为诱饵行诈骗之实的诈
骗电话及短信时，千万不可轻信来历不
明的信息，有事可咨询校方及教育部门。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徐露 邱琼 任巧露

李绩 袁志华 朱丽霞

“捡到一张高考准考证，×××，考
点在××中学，请朋友们转发，让该同学
联系这个号码138××××。一定帮下
忙，这孩子一家肯定急死了。求扩散，求
扩散，别耽误孩子高考！”

去年高考前夕，市民老刘的朋友圈
突然被这条消息刷爆了。正巧自己的女
儿也是去年高考，推己及人，他也替那个
同学着急，便赶紧转发了这条朋友圈。

不到5分钟，他的电话响了。“老刘
啊，我是老李。”老李是老刘的高中同学，
是一名社区民警，“你把那条朋友圈消息
赶紧删了吧，那是假消息，骗子留的电
话！”

“这是我女儿同学的家长发的，全
都在发，怎么成假消息了呢？”老刘说。

“今年高考的准考证还没发呢，这种
假消息年年都有，你赶紧删了。”老李说。

捡到准考证？朋友圈扩散信息需谨慎

送考途中遇到问题，可及时求助

“特殊门路”专家押题？拿了钱“专家”就不见了

交警提醒
这些注意事项

考生及家长请注意
高考季

又到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每年警方都会接到忘带准考证、交通堵塞等相关求
助，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打着交钱就能高考加分、低分高录、内部专家押题信
息、出售高考试题等幌子进行诈骗活动。昨天，宁波警方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
及家长，除了努力复习外，一些考前准备也必不可少，对各种诈骗一定要擦亮眼睛。

任山葳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