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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持续
升温，催生出“高考志愿规划师”（以下称

“高报师”）这一“职业”，而针对“高报师”的
培训、考证业务也逐步衍生，一条产业链正
在形成。

然而这一热潮背后却是乱象丛生。记
者调查发现，目前要成为服务于考生及家
长的“高报师”几乎零门槛，花钱即可在短
期内“速成”拿到一张“高报师”相关证书，
并无学历和专业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报师”并未被列
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市
面上“高报师”证书及发证单位五花八门，
而这些证书本质上并非职业资格证书，而
是一纸培训证书，仅能证明学员完成相关
课程培训或者通过考核，很难证明持证人
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高报师太火高报师太火？？宣传话术为付费课引流宣传话术为付费课引流

“高报师最近真的太火了，现在正是入
行黄金期，不仅需求大，竞争还小，再不行
动就真的错过风口了！”某社交媒体平台
上，不少自媒体、个人博主发帖称，“高报
师”是当下一项热门的“副业”。

“考生和家长对志愿填报越来越重
视，每年高报旺季，家长很难找到高报师，
市场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现在入行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一家名为华夏思
源的教育培训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信
息称。

令人担忧的是，“高报师”的专业素质
水平良莠不齐，对于从业人员几乎没有门
槛限制。而这成为培训机构口中“高报师”
副业的“优点”。

该机构宣称，该副业门槛低，零基础小
白也能入行，只要有大专学历就可以，无专
业限制；工作地点灵活，既能照顾家庭又能
增加收入，适合家长、上班族，学会之后可
以线上线下接单变现，发展成副业，在家做
一对一咨询。

实际上，这些宣传背后是机构或个人
博主为培训课程引流。记者向对方咨询
时，对方均以“免费试听课”“免费体验课”
为由，邀请记者入群。

在试听课中，主讲人会引导听众进
一步报名“高级实操班”等付费课程，而
各家机构收费标准不同，据记者不完全
统 计 ，课 程 价 格 在 3000 元 —6000 元 不
等。

一名华夏思源工作人员介绍，该机构
提供“一站式”服务。记者注意到，其中一
个环节为“考试取证”，由报考人自选，单独
收费450元。当记者问起该证书由谁颁发
时，对方称发证机构为“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鉴定实验基地”。经记者查询，该机构隶属
于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述工作人员解释，“人社部未把高报
师纳入职业资格目录体系当中，人社局不
发证，现在都是行业内发证。”

然而，业内对于证书的含金量看法不
一，多位从业者告诉记者，“证书在这一行
是最不重要的，目前这一行没有官方认证
的证书，目前市面上的证书普遍含金量不
大，如果真的专业技能很强，即便没有证
书，也是可以做的。”

花钱即可快速拿证花钱即可快速拿证，，发证机构五花八门发证机构五花八门

在一家电商平台输入“高考志愿填报
规划师”“高报师”之类的关键词，可以找到
多个商家相关商品链接。

上述店铺客服介绍，报考费用为 700
元（高级），包含线上学习考试及服务费用，
缴费后每周二、周四开通考试账号，账号开
通七天后可以考试，考试合格1个月左右
可以邮寄证书。

当记者向上述店铺客服咨询，“拿到证
书就可以帮考生填报志愿吗？”客服回答，

“我们有群，不懂的可以在群里问，都是考
证的。”

一家名为智行教育网校证书报考的工
作人员介绍，周期较快的15天左右下证，

“不用上课，需要考试，我这边可以全包。”
至于价格，“高级600元，中级550元，初级
500元，自己考的话高级500元。”

对于考试难度，他告诉记者，考试是线
上模式，在家用手机就可以参加，只考一门
理论知识，“考前给您提供精准题库，开卷
考。不用担心的，包拿证。”

他介绍，该证书是由“职业人才测评中
心”颁发，“国家认可的，官网可查，终生有
效”。对于发证机构，他告诉记者，“职业人
才测评中心是国资委主管，民政部登记的
一个中心”。然而，记者拨打国资委咨询电
话核实，接线人员均表示并不掌握相关信
息；在民政部下属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查询，结果显示“该组织未在民政部门
登记”；在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其所提
供网址的ICP备案号及单位名称，也未查
询到有效结果。

一家名为威领教育的电商平台店铺
客服则提供了更多选择：“发证单位不同、
盖章不同、周期不同、含金量不同，价格从
300 元—700 元不等，快的三五天就能发
证，到手一周左右，慢的到手一个月左
右。”

在各个商家提供的不同证书中，客服
人员均称，其中含金量最高的一款是由教
育部直属单位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
中心（简称中央电化教育馆）颁发的，因为
最权威，所以价格也最高。

在客服发来的证书样本可以看到“教
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化

教育馆）”的盖章，并称“证书官网可查”。
客服还出示了“授权书”，称其所在公司具
备“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
电化教育馆）职业技能在线学习项目
（COSE）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课程全国一级
合作机构”的授权，负责该课程的市场推
广。

教育部曾就此类乱象专项治理教育部曾就此类乱象专项治理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所有机构提
供的证书均非职业资格证书，而是一纸培
训证书，仅能证明学员完成相关课程培训
或者通过考核，很难证明持证人的专业能
力和水平。实际上，人社部从未将“高考志
愿规划师”正式纳入职业目录，也并无对应
的职业资格认证或考试，更没有相应的证
书。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当前，国内现存
高考志愿相关企业 1242 家。2024 年全年
注册34家相关企业，今年前5月已注册27
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家。此外，超半数
（50.36%）高考志愿相关企业的成立年限在
3—5年。

“该行业门槛的确很低。”一位不愿具
名的专家指出，通过短时间速成培训来入
门，加之大数据志愿卡的辅助，套用一些
程式化的服务模式，做一个高报师很容
易。但是，短时间速成培训只能入门，一
个专业资深的高报师，还需要多年的经验
积累、对招录政策的敏锐观察，才能帮考
生规避风险，这不是短时间的培训能够达
成的。

据悉，2022年教育部还开展了高考志
愿填报咨询活动专项治理，各地教育部门、
招生考试机构会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的
教育咨询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等进行全面
排查，严肃查处经营不合规、服务不规范、
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对于存在违法行为的，
依法严厉打击。

专家建议，家长在面对志愿填报这件
事时应当理性，不是必须要付费进行志愿
填报，只要自己肯研究规则，也一样可以信
任自己。如果要选择填报机构，一要留意
机构本身的从业资历，二要看咨询师本身
经验是否丰富。

本报综合消息

网络平台上，那些打着“纯天然”“手
工自制”“宫廷秘方”标签售卖的化妆品真
的可信吗？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制售伪劣化妆品的案件，涉案

“三无”化妆品霉菌、病菌以及重金属含量
超标。被告人王某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缓
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

2024 年 8 月，公安机关根据居民举报
查封了一家在电商平台售卖“三无”化妆品
的店铺。警方循线追查到了产品制造商王
某，并在其家中查获大量自制面膜、面霜等
护肤品和简单的制作、灌装工具。经过专
业检测，这些产品不仅霉菌、病菌超标，还
存在重金属汞、砷含量超标问题，甚至添加
了国家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激素，属于
不合格产品。这些化妆品的外包装上除了

标注纯天然成分外，还将“宫廷秘方”作为
噱头。分销商在网店宣传页面对所谓“宫
廷秘方”中各类原材料功效进行夸大宣传，
让很多消费者信以为真。

据王某交代，她此前并未接触过化妆
品行业。昌平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至
2024年间，被告人王某在无任何生产资质
的情况下，将自行购买的廉价中草药与滑
石粉等化工原料混合，自制“植物祛斑祛
黄莹肌如玉粉”“退红粉”等化妆品，并借
助他人的电商平台店铺对外销售，销售金
额共计 28 万余元。经鉴定，涉案化妆品
均为不合格产品。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莹莹说，
网售化妆品鱼龙混杂，部分标称能快速祛
斑、祛痘的产品存在重金属超标和激素添

加问题，这类隐患在“三无”化妆品中更为
突出。网售的“三无”化妆品有多种伪装手
段，如“海外代购”无中文标签、“古法手作”
不标注生产日期、名为“私人定制”实则批
量生产等。

朱莹莹提醒，商家应依法依规经营，在
采购产品时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
品合格证明，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产品，
不采购或检验合格后再行采购。电商平台
经营者应对入驻商家进行主体资质审查并
建立档案，并要求其提供真实身份、地址、
联系方式等信息。消费者网购时应选择资
质齐全、信誉好的商家，收货后详细查验，
防止货不对板，并注意收集、保存证据。对
于不知名的品牌，可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
输入产品名称查询备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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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各种瓜果纷纷上市，鱼、虾、蟹、贝类等
海鲜也备受欢迎。但“新鲜水果千万不能和海鲜
一起吃，会生成剧毒的砒霜！”的说法还是层出不
穷，从最初的柿子+螃蟹，到柠檬+虾、杨梅+虾蟹
等，万变不离水果+海鲜的组合。

此言一出，两者都爱吃的人肯定感到担心。
而且，确实有人在同时吃了水果和海鲜之后感到
不适，甚至需要就医，仿佛无形中验证了这种说法
的正确性。到底是不是真的？

海鲜为啥能变砒霜海鲜为啥能变砒霜？？

鱼、虾、蟹、贝类等海鲜受到生长环境和生理
机制的影响，会将海水中的污染物质和溶解的矿
物质经食物链的传递富集在体内，其中就包括砷
元素。

2018年一项关于海鲜总砷含量的研究表明，
鱼类中总砷的平均含量为0.488微克/克，虾蟹贝
类中总砷的平均含量为3.44微克/克。其中，濑尿
虾、红虾、红蟹、花蟹中总砷含量较高，最高可达
19.7微克/克。

那么，海鲜还能吃吗？对此倒不用过于担
心。这里的总砷含量指的是海鲜中可食用部分含
有的无机砷和有机砷的总含量，砷元素的毒性大
小是随着化合物的形态不同而变化的，有机砷的
毒性远小于无机砷。无机砷里的五氧化二砷和三
氧化二砷（俗名砒霜）都有毒性。

海洋动物能够通过自身代谢，将高毒性的无
机砷转化为低毒性的砷甜菜碱、砷糖等有机砷。
有机砷被哺乳动物食用后，基本上会随尿液排出
体外。生成“砒霜”风险的无机砷在海鲜里含量很
低，其中三价砷的含量更低。

因为砷元素和重金属元素主要沉积在海洋动
物的头部，为了进一步减少摄入风险，尽量少吃海
虾头、海鱼头。

所以，假如要摄入能造成致命风险的无机砷
的含量——70 毫克，不算砷元素被身体排出、不
吸收的情况，按照我国标准甲壳纲海鲜类无机砷
含量上限为0.5毫克/千克计算，需要一口气吃下
140千克的虾（这还是可食用部分的量，实际生重
的量还要更高）。即使要达到最小中毒剂量（5毫
克），至少也得吃 10 千克虾，这自然是无法实现
的。

另外，单独的维生素C并不能直接和五氧化
二砷反应生成三氧化二砷（砒霜），不过有研究表
明高浓度维生素C有助于增加巯基化合物的还原
性，使五氧化二砷生成三氧化二砷，只是依靠水果
摄入的维生素C也达不到发生反应的剂量。

不过，因为砷的生物半衰周期较长，如果有海
产品长期生活在污染水域，那么它们体内砷含量
远高于正常值。假如有人坚持每天吃5千克来自
污染海域的海鲜，体内残留的砷可能会在较短的
时间内达到危险值。但这种情况属于极小概率事
件。

吃海鲜和水果还需要小心这些吃海鲜和水果还需要小心这些

这么看，是不是可以敞开来吃海鲜和水果
了？建议还是要小心，如果食用不慎，还是有可能

“中招”。
海鲜虽然美味，却很容易潜藏细菌、病毒、寄

生虫，其中的副溶血性弧菌耐热性比较强，80℃以
上才能杀灭。烹饪海鲜时，常常为了追求口感鲜
嫩而没有彻底做熟，甚至还不乏生吃的做法，在夏
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活跃的细菌会催化它们变
质，线虫也可能会寄生到消化道内。

而且，海鲜的蛋白质含量较高，长期存放会出
现氨基酸降解，生成组胺类毒素；海产品自身含有
的亚硝胺类物质也会随着放置时间增加呈几何倍
数增长。

因此，不建议吃隔夜放置的海鲜，也最好不要
吃“生腌”做法的海鲜。如果吃了海鲜后出现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还有人对海鲜成分里的蛋白质过敏，吃海鲜
后出现不适。

不过有些人吃海鲜和水果后发生过敏症状，
也可能是水果导致的。水果中所含的某些蛋白质
成分也会成为致敏原。桃、苹果、甜瓜、芒果、菠
萝、荔枝等常见水果都可能导致过敏。

如果在吃了水果后，嘴唇、口腔、咽喉等部位
出现发痒、烧灼感或刺痛感，甚至身体部位出现荨
麻疹、胸闷气喘等症状，就表示有可能过敏。可以
去医院检查过敏原，将水果削皮、煮熟食用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过敏反应。

本报综合消息

花数百元三五天即可拿“高报师”证
水果和海鲜同吃会产生砒霜水果和海鲜同吃会产生砒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