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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好录取通知书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不少考生和家长会在社交
平台上分享，这时要注意抹去姓名、考号、身份证
号等重要信息，以免泄露。
  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学生去大学报到的凭证之
一，一定要保管好。录取通知书和附带的说明里一
般会告知报到时间、地点、所需物品、相关证明的
具体说明。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需要仔细查
阅清楚，以免报到当天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在录取
通知书的信封里，一般都会附有《入学须知》《入
学手册》、手机卡、银行卡、校园简介等相关的文
件，这些文件请仔细阅读并务必保管好，方便入校
后办理各类手续。

享受社会福利优惠

   大学新生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到
火车站售票窗口购买学生票。需要注意的

是，大学新生享受火车票的优惠区间为家
庭所在地与学校所在地之间，超出区

间则不能享受优惠政策。大学新生

凭录取通知书购买优惠火车票针对的只是新
生本人，同行的其他人则不享受此等优惠。
  各大航空公司也有各种针对高中毕业生的优
惠政策，可以提前咨询客服。凭借大学录取通知
书，学生还可在一些地方获得相应的优惠和福利。
比如很多商家会针对新生入学举办优惠活动。一些
地区的旅游景区也会面向高中毕业生实行免票、半
价票等活动，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可到
当地取票旅行。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
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
息由财政全部补贴，学生可择其一申请。
  家庭困难学生只要拿到录取通知书，可以在学
籍所在地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发放地为
生源地。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可向高校学生资助
部门咨询办理，贷款发放地为学校所在地。
  随录取通知书邮寄的还有贫困证明申请资
料，如果学生符合条件，可以提前填好资料，
去当地的政府部门盖章。
      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查询录取通知书的方式

  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送工作随每批次录取进程陆
续进行。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各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
方渠道进行录取状态查询。对于录取过程中的疑
问，要通过正规渠道与有关高校及招考机构沟通。
  若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官方网站上查
询到了录取结果，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可及时

联系录取高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
邮寄情况。确认已被所填报院校录取后，可通过以下渠

道查询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了解录取通知书的邮寄
轨迹。
  中国邮政EMS提供录取通知书物流信息查询，已在微
信、百度、支付宝三端小程序同时上线。考生可以扫描以下
二维码，及时获取录取通知书物流信息。

签收录取通知书的流程

  高校录取通知书是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寄送到考
生手中的，使用的是录取通知书专用信封。签收流
程为：
  接收电话通知。通知书进入派送阶段，快递员会提前
电话联系收件人，提醒收件人准备签收。
  配合证件核验。高考录取通知书邮件签收严格实行身份
核验制度，考生本人/代收人在签收时，需向快递员出示相
关材料。
  若是考生本人签收，需准备考生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高
考准考证；若是考生委托他人代签，需准备考生有效身份证
件、代收人有效身份证件、考生高考准考证。
  当面签字验收。验收无误后，收件人需在四联式纸质面
单上签字方可完成签收。

   辨别真假录取通知书

  高校录取通知书是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寄送到考生
手中，如收到其他快递方式送来的录取通知书，很可能为假。
  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时通过省级招办或高校指
定的信息发布渠道进行核实和确认通知书上的院校、专业、
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如通过录取信息
查询，核实自己被录取的院校名称、批次及专业；查学校信
息，确认学校是否有学历教育资格以及今年是否在你省招
生；还要认真查看一下有无盖章和校长签名（高校录取通知
书签发人可查询各高校网站），以及签名是否准确、规范。
  高考录取阶段，考生要谨防诈骗。部分办学机构打着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招收其他教育形式的学员。通
过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考生，被录取的类型一
般为全日制，若录取通知书上出现了“自学考试”“成人高
考”等字眼，就可能是假的。另外，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
办工作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相关的
录取短信，甚至伪造虚假的招生网站，诱骗考生将学杂
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或是以其他理由获取个人隐私
信息，进而骗取钱财。
  考生和家长收到录取通知信息时要注意甄
别，切勿打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
核实账号真伪的情况下轻易转账。

拿到录取通知书注意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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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已有同学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首先祝贺这些同学迈进大学

的大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有
哪些事需注意？现在还没收到录
取通知书的同学应该关注什
么？怎么查询通知书的邮寄信
息？签收时应备好哪些材

料？诸多疑问，答案
如下。

  近期，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通过编造不实信
息、虚假夸大宣传等方式，借助高科技手段实施诈
骗。考生和家长要时刻警惕“花式”骗局，提防招录
“陷阱”。
噪“特殊渠道”入学不可信
  不法分子对考生家长谎称某高校的名额没能招
满，通过花钱“打点”可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以此
骗取考生家长钱财。还有一些骗局中，骗子也会谎称
有特殊关系，可以购买“内部指标”“计划外指
标”。考生及家长要从正规渠道了解、确认考试招生
政策和信息，切勿轻信蛊惑，以致上当受骗。
噪警惕虚假申领“助学金”
  骗子利用一些考生家中经济困难，上大学需要通
过助学金交齐学费的情况，冒充高校工作人员、教育
部门工作人员，或者直接谎称手上有项目，可以为考
生申请大学助学金，要求家长先交报名费。考生及家
长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信
息，要发放“国家助学金”“助学扶助款”时，一定
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噪认清不同教育类型，切莫马虎“上错学”
  有些考生高考分数达不到高校录取要求，但考生
和家长仍对上大学有着强烈渴望，从而被不法分子利
用。考生和家长花钱拿到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方知
上当受骗。甚至有的考生拿到毕业证书时才发现根本
不是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除了普通高等教育之外，还
有成人高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不同的
招生类别，其入学条件和所取得的毕业文凭也是不一
样的。考生和家长务必要认真辨别普通高等教育与其
他教育形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修方式。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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