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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安全警示 50 条

1．大学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

2．大学生应当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

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3．学生离校要严格履行请假及销假制度，先请假再休假。确因有

急事、急病等特殊情况不能正常办理请假手续的，须及时向班主任或

辅导员说明原因，可利用电话、短信、QQ、微信等方式请假，假满后

须及时补办请假手续。

4．学生团体活动应当在宪法、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范围内

活动，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5．学生团体邀请校外组织、人员到校举办讲座等活动，需经学校

批准。

6．任何学生团体或个人严禁接受或参与未经学校批准的援助项

目。

7．严禁晚归、夜不归宿。

8．严禁留宿他人或包庇他人、作伪证向学校提供虚假信息。

9．严禁在公寓使用违章电器或吸烟。

10．严禁在公寓内存放易燃物品或生活废品。

11．公寓内要做到“人走电断”，无人情况下要关闭所有电器及

电源开关。

12．不要在床上使用电器，插排上不要插过多电器，电器上不覆

盖物品，保持良好散热。

13．不得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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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得在公寓廊道上堆放物品占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安

全出口。及时清理室内垃圾，保持宿舍清洁。

15．不得酗酒。

16．严禁打架斗殴、校园霸凌。

17．严禁赌博。

18．严禁吸毒。

19．严禁传播、复制、贩卖非法书刊和音像制品。

20．严禁参与非法传销

21．严禁进行邪教、封建迷信活动。

22．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思想、发展教徒。

23．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

24．严禁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

25．严禁在校内外参加或组织宗教活动。

26．严禁穿戴宗教服饰、佩戴宗教标志。

27．不要将个人信息泄露给不明人员和机构。

28．不要点击不明邮件链接与朋友圈测试。

29．不要与不明身份的网友交谈有关军事、经济、医疗等内容。

30．不得将所参加的重要会议及文件内容发布到网络平台。

31．严禁拍摄录制非法图像，出售国家秘密。

32．严禁登录非法网站和传播非法文字、音频、视频资料等。

33．严禁编造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危害国家安全。

34．严禁攻击、侵入他人计算机和移动通讯网络系统。

35．不要私自去见陌生网友。

36．不要在旅程中与陌生人攀谈，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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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不要坐黑车，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

38．不要在宿舍里随意放贵重物品，贵重物品在出门时应放在安

全的地方锁好，出门时应将房门反锁。

39．不要将银行卡、账号、密码箱等设置为简易密码。

40．不要通过校园贷、裸聊、刷单等方式获取金钱。

41．不要拿书包在食堂占座位，防止物品被盗。

42．不要在运动时携带手机、钱包等物品。

43．不要到校园偏僻地段、场所光线阴暗的地方活动。

44．不要到施工场地附近活动。

45．不要单独在教室上晚自习或单独走夜路。

46．不要从事晚上 9点钟以后的兼职工作。

47．严禁偷窃、诈骗、敲诈、勒索、抢劫。

48．严禁在校园内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49．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在男女交往过程中发生不当行为。

50．严禁偷窥、偷录、偷拍等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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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骗术一：假冒公检法诈骗】犯罪分子假冒“警官”“检察官”“法

官”等角色，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贩毒等严重犯罪，诱导受害人将资

金转入实为骗子持有的所谓“安全账月”，此类诈骗造成损失金额最大。

【防骗提醒】警方不会通过电话做笔录，逮捕证由警方在逮捕现场出

示，不会通过传真发放，更不会在网上查到。公检法机关从未设立所

谓的“安全账卢”，更不会通过电话安排当事人转账汇款到“安全账卢”。

2．【骗术二：冒充熟人诈骗】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受害

人熟悉的亲友的手机号码、社交账号密码，掌握受害人的社会关系，

从而骗取信任，进而编造“发生意外急需用钱”“资金周转”“代缴话费”

等理由，诱使受害人转账。【防骗提醒】凡是亲友间涉及借款、汇款

等问题，一定要通过拨打对方常用号码或者视频聊天等方式，核实对

方身份后再做决定。

3．【骗术三：利用伪基站实施诈骗】犯罪分子使用伪基站，冒用

银行、运营商等客服电话号码发送短信给受害人，以账卢积分完换奖

品等为由诱导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木马链接。用卢一旦点击，犯罪分

子就能在后台获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码，进而盗取其账卢资金。

【防骗提醒】当收到“银行卡密码升级”“积分完换”“中奖”等含有链接的

短信时，要通过银行、运营商的官方网站或客服电话进行核实，不要

轻易点击短信中的链接。

4．【骗术四：兼职诈骗】犯罪分子许诺在各种网络平台刷得消费

记录后，将返还本金并支付佣金。受害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都会很快

收到回报，而当做更多任务时，骗子就会切断与受害人的联系，就此

消失。【防骗提醒】求职者不要轻信网络上“高佣金”“先垫付”等策职



5

工作，不要轻信没有留固定电话和办公地址的招聘广告。

5．【骗术五：考试诈骗】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得考生信息，

有针对性地发途短信或邮件，声称“提供考题”“改分”“办假证”等，引诱

考生汇款。【防骗提醒】漏题、改分、改档案、伪造资格证等行为本

身就是非法的，请坚持用自己的实力说话。

6．【骗术六：校园贷诈骗】校园货诈骗主要有三种：用“冤抵押、

低利息”为诱饵诱导学生贷款，要求缴纳贷款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

等费用；声称能通过培训提高综合技能，夸大培训效果，签订培训合

同，诱导学生贷款支付学费；与兼职诈骗结合，要求学生货款购买手

机等产品做“销售代理”，贷款的利息和滞纳金很高，学生如不能如期

还款，将迅速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压力。【防骗提醒】学生申请借款

或分期购物时，要衡量自己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对于关乎自身信息、

财产安全的事，要多方求证，不要轻易相信他人的一面之词，轻易透

露个人信息，甚至将身份证借与他人使用。发现危险，及时报警。

7．【骗术七：民族资产解冻骗局】犯罪分子先编造一个民族资产

秘密流落海外的故事，然后声称受国家委托对这些海外资产进行解冻，

号召受害人缴纳手续费或资料费，称成功后每人可以拿到高额善款补

助。犯罪分子还会编造所谓“养老”“扶贫”等噱头吸引投资实施诈骗。

【防骗提醒】此类诈骗的受害人多为中老年人，他们远离社会舆论，

缺乏辨别诈骗的能力，年轻人要多关爱长辈，及时传达安全防范知识。

此外、留意父母长辈的网络支付使用情况，保障财产安全，及时止损。

8．【骗术八：投资返利诈骗】此类骗局通常标榜具有海外背景，

从事的行业能赚取巨额利润，投资者将获得高额投资回报。投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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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分子会按时返利，让投资者尝到甜头，继续追加投资后，将血本

无归。【防骗提醒】投资理财前，要对所投资项目多咨询评估，做到

深思熟虑，谨慎对待。特别要警惕网络上各类标榜“低投入、高收盒、

无风险”的投资理财项目，切勿盲目追求高息回报，谨防被骗。

9．【骗术九：保健品购物诈骗】犯罪团伙假扮医疗机构的顾问、

专家、教授等，以为老年人“问诊”为名夸大病情，再以会员登记、冤

费体验、国家补贴、中奖等噱头诱骗客户购买各类“保健品”。而这些“保

健品”基本上都粗制滥造，成本低廉却高价出售。【防骗提醒】经常给

家中老人说一些老人被诈骗的例子，让他们不要相信保健品推销，一

旦发现受骗要立即报警。

10．【骗术十：引诱裸聊敲诈勒索】犯罪分子非法获得被害人信

息后，通过社交软件建立联系，步步引诱受害人“裸聊”，从而获取受

害人不雅照片、视频进行敲诈。【防骗提醒】应远离网络不良行为，

不向陌生人泄露身份和家庭等敏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