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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切实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国家网信办
研究起草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
即日起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征求意见稿》将“青少年模式”全面
升级为“未成年人模式”，模式覆盖范围由APP
扩大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商店，要求实现软硬
件三方联动，方便用户一键进入模式，为未成年
人营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各类移动智能终端、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以下称“应用程序”）、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分发服务平台（以下称“应
用程序分发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应满足的基
本要求、功能要求和管理要求。儿童智能手表、
早教机、智能音箱等儿童智能设备及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VR/AR）可穿戴设备也被列入《征
求意见稿》规范范围。
  《征求意见稿》要求，移动智能终端、应用
程序以及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
的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通过评估产品的类
型、内容与功能等要素，为不同年龄阶段用户提
供适合其身心发展的信息和服务。分龄化设计根
据5个年龄区间划分：不满3周岁；3周岁以上不
满8周岁；8周岁以上不满12周岁；12周岁以上不
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在社交管理要求方面，《征求意见稿》规
定，应用程序应为未成年人及家长提供社交管理
权限，允许关注或屏蔽特定用户，限定特定信息
的公开范围；社交类应用程序不应在未成年人模
式中为容易产生网络沉迷或使未成年人接触不利
于其身心健康的互联网信息提供外链。
  在功能限制要求方面，《征求意见稿》规
定，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
者应限制未成年人用户使用可能危害其身心健康
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网络直播、网络音视
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针对未成年人
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
费管理等功能，应采取措施，合理限制未成年人
在使用网络产品和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
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
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未成年人模式下不得设
置以应援集资、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为主题的
网络社区、群组、话题，不得利用泛娱乐化功能
和内容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在线教育网络产
品和服务不得插入网络游戏链接等。
  使用时长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规
定，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移动智能终端每日22
时至次日6时期间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
同时，移动智能终端应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
人用户提供差异化使用时长管理服务。在面向
不满8周岁用户的未成年人模式中，移动智能
终端应支持默认使用总时长不超过40分钟，在

面向8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用户的未成
年人模式中，总时长不超过1小

时，在面向16周岁以上不满
18周岁用户的未成年人模
式 中 ， 总 时 长 不 超 过 两
小时。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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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23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

共录取考生790714人 本科录取320020人

  8月4日上午9时，山东省教育厅举行2023
年普通高考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普招处处长赵丽介绍，截至8月3
日，山东省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集中录取工
作已结束。今年，山东省普通高考共录取考
生790714人，其中，本科录取320020人，专科
录取4 7 0 6 9 4 人，录取总人数比去年增加
46967人。
  赵丽介绍，在录取过程中，山东省完善
工作机制，确保录取结果准确。
  考生从填报志愿到被录取，要经过计算
机投档、高校阅档、录取审核3个基本环节。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一是优化录取工作流程。
构建“双系统”“双验证”“多把关”工作
机制，计划管理环节执行分级管理、多人校
对和审批制度，投档环节实行两套独立计算
机系统相互比对校验，录取检查环节建立
“四个一”工作守则，实行“双人校对”把
关审核机制，各环节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
连，互为基础，相互校验，保证录取结果准
确无误。二是严格录取工作标准。根据高校
招生章程中对性别、应往届、单科成绩、外
语语种等要求，在平行志愿投档前，精准设
置限制性要求1600余条，最大限度减少考生
因不符合高校硬性要求被退档的情况发生。
对高校提交的录取结果严格审核把关，切实
维护考生利益。
  此外，坚持考生为本，确保服务周到温
馨。一是加强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借助

广播、电视、微信、微博、网站、视频平台
等打造资讯发布矩阵，全方位、立体式发布
权威政策宣传解读。通过综合咨询平台、高
考业务咨询热线、志愿填报技术咨询热线、
省市县三级志愿填报咨询等，“多途径”
“全过程”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咨询服务。录
取期间，省招考院综合咨询平台共接听服务
咨询电话17680个，向考生发送志愿填报提醒
和录取去向短信830万余条。考生熟悉高考录
取政策，掌握志愿填报规则，志愿填报梯度
科学合理，从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
愿投档情况看，计划完成率达99.99%，考生
投出率高，志愿满足率高。二是及时公开志
愿填报、录取相关信息。在省招考院官网设
立“2023年高考志愿填报”专栏，“一站
式”集成招生政策、政策解读、录取数据、
专业计划、志愿填报说明、信息查询等信
息，阅读量超过2000万人次。三是为考生争
取更多录取机会。平行志愿模式下，每增加
一个计划，都会有一批考生受益。我们安排
27名专职录检员热情服务高校，积极推介我
省优秀生源，特别是对优质重点高校，逐一
联系，积极争取招生计划。四是关心弱势考
生群体。录取过程中，重点关注身体残疾和
患有重大疾病的考生，积极协商督促高校尽
力创造条件录取能够完成学业的残疾和患病
考生。今年我省共录取残疾和患重大疾病考
生352人，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弱势考生群体
的关爱。

  按时进行春夏季高考双录取考生确认。
根据我省招生录取政策，夏季高考和春季高
考双录取的考生，必须确认一所就读高校。
  了解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目前，国家在
高等教育本专科阶段已建立起奖学金、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绿色
通道、勤工助学、校内资助等多种形式有
机结合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帮扶，确保
每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
学业。具体资助政策请登录山东省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https：//sdxszz.sdei.edu.cn）网站
查询。
  谨防招生录取诈骗。高校开学前后往往
是诈骗高发期，一些不法分子打着各种幌子
诈骗钱财，比如，一些考生会收到虚假的录
取通知书。提醒各位考生，所有2023年普通
高校录取考生，均可通过省招考院官网或学
校的官方网站，查询到录取去向。如果考生

未参加过相关学校的单独招生，也没有填报
过该学校志愿，则务必警惕虚假通知书招生
诈骗。还有，一些诈骗分子会冒充大学老
师、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等，通过短信、电
话、微信、QQ、发放消费贷款等手段引诱学
生，骗取钱财，也请考生擦亮眼睛，提高警
惕，多方求证，避免上当。
  未录取考生关注高职（专科）注册入
学。今年，我省普通高考实际填报志愿考生
83.8万人，已经录取79.07万人，下一步，我
们将继续开展高职（专科）注册入学工作。
新生报到后，有专科缺额计划的普通高职
（专科）院校和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
院），可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和招生需求，自
主申请参加注册入学招生。集中录取阶段未
被录取的考生，可参加注册入学。注册入学
工作预计在9月中下旬开展，请考生及时关注
省招考院官网发布的相关信息。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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