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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今日泰山

咨询会上买的会员卡不能用
“中国高考报考指导网”闪了泰城市民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高考咨询会变成了推销会
5 日，泰城市民亓先生

的儿子拿回家一套高考报考
资料，说是在课间，不知谁放
在课桌上的。在这些宣传资
料中，亓先生发现了一张写
着“中国高考报考指导网考
前咨询会”字样的门票。考虑
到孩子马上就要高考，自己
对高考的了解也不太多，亓
先生决定去咨询会学习一
下。

在 6 日的咨询会上，亓
先生认真学习了专家讲述的

经验。然而，会议开始没多
久，工作人员就开始向在座
的 30 多位家长推销起该网
站的会员卡，称家长们可以
从网站上详细地了解到高考
备考信息、高校介绍、录取分
数线等信息。与会员卡一同
推销的，还有 4 本包括录取
规则技巧、录取分数线等内
容的书籍。工作人员称，只要
购买了价值 200 元的会员
卡，这 4 本书籍可以免费赠
送。

没有多想，亓先生购买
了这张会员卡。11 点，咨询会
结束，亓先生带着会员卡和
书籍回到家。打开网站，亓先
生按照会员卡上的用户名和
密码输入网站，没想到无法
打开。亓先生觉得有些蹊跷，
马上打车回会场。11 点 30 分
亓先生赶到，空空的会场让
他的心凉了半截。“当时也没
有留下他们的联系电话，人
走得这么快，可能是受骗
了。”

推荐了资料再推荐保健品
与亓先生所遭遇的情

况类似，许多市民也都有
过此类的经历。

儿子上大二的青山小
区市民朱先生，在儿子高
考只剩 1 个月时，遇到一个
自称考前家长培训辅导班
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称，
他们举办免费培训，为家
长提供培训。“他们当时讲
的 东 西 我 以 前 真 不 太 清
楚，觉得太有用了。”朱先
生说。在专家建议下，朱先

生购买了 200 多元的学习
资料和 700 多元的保健品。
孩子考上大学后，朱先生
才发现，这些所谓的学习
资 料 都 是 正 常 的 高 考 政
策，在网上都能搜到，根本
不需要花这么多钱。所谓
的保健品，也比正规药店
的贵了 60%。

而普照小区的陈先生，
虽然经常在网上浏览关于
高考的各方信息，却仍旧热
衷于参加各个所谓专业机

构组织的咨询会。“虽然我
也知道一些高考的相关信
息，对报考流程、历年录取
线、专业优劣都有一定心
得，可还是不踏实，总觉得
专家教授的经验比自己多，
还得听人家的。”陈先生说。
而每次有指导书籍，陈先生
都会买下，用以对比参考，
先后花去 500 多元。最终，
孩子还是在老师的建议下
顺利考入山东大学，陈先
生的经验没起到作用。

高考一天天临近，在学生们紧张冲刺的时候，提前掌握最新专业动向，把
握高考生心理成为许多家长的重要工作。6 日，泰城市民亓先生就参加了一个
自称“中国高考报考指导网”工作人员举办的咨询会，并花 200 元购买了一张
会员卡和 4 本参考书。没想到，会员卡无效，人也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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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根据亓先生提供的
网址，登陆了中国高考报考
指导网。该网站主要内容是
高考动态、家长问答、高校风
采及网上售书商城。亓先生
称，他拨打网站留下的联系
电话答复是停机。而记者多
次拨打该电话，也都是“该商
务用户已经停机”的留言。在
该网站的家长心声一栏，记
者发现最新的问题及答复是
在 2010 年 9 月 18 日。在用

户留言栏中，近期的回复都
是无法解读的网址代码。

随后，记者又来到 6 日
举行咨询会的泰山金冠大酒
店三楼大厅。前台服务员称：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他们是电话预约的，听不出
什么口音。”

泰安市招生办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最近没有听说中
国高考报考指导网来泰安召
开咨询会的事情。在国家信

息产业部用以对合法网站进
行管理的 ICP 备案查询网
中，记者输入中国高考报考
指导网的名称，得到了没有
符合条件的记录的显示结
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
息产业部第 33 号令》，对于
没有合法备案的非经营性网
站或没有取得 ICP 许可证
的经营性网站，根据网站性
质，将予以罚款，严重的关闭
网站，以此规范网络安全。

网页挺陈旧，电话打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