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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舟） 近期丹麦
各类诈骗案件频发，诈骗分子
手段多样，为增强大家的防范
意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提醒
在丹麦中国公民警惕以下诈骗
套路，避免造成经济损失。

通过“改号软件”冒充使
馆名义致电，通知当事人领取
紧急公文或包裹，要求提供个
人信息；以快递、银行等工作
人员名义，通知有快递包裹被
扣、银行账户被冻结等，伺机
诈骗；以各种名义要求向“安
全账户”或其他银行账户转账
汇款；冒充国内公检法人员以

“卷入大案要案或保密案件”
“涉嫌巨额诈骗”“身份信息被
盗用”等为由要求配合调查；
索要本人或他人身份信息、银
行账户信息；以“优惠汇率”

“节省手续费”等为幌子，先
通过小额换汇获得信任，待收
到大额转账时即失联蒸发；以
虚假购物网站或钓鱼网站为依
托，通过虚构低价物品、引诱
线下交易、冒充客服等实施诈骗。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提醒各位在丹中国公民，诈骗招数千万
条，拒绝转账第一条。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公检法机关不会电
话通知当事人接受调查，不会要求接电话、提供银行账号、密码
等重要信息，不会将电话转接至国内相关部门，更不会要求当事
人汇款、转账或缴纳保证金。此外，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热线电
话主要用于接听公民紧急求助来电，只有应申请人要求才会回
拨，不会主动外拨。使馆证件咨询电话只会就旅行证件办理等相
关业务同申请人沟通，不会要求下载安装 Whatsapp、Skype 等软
件，更不会要求上报自己的行为和行动轨迹。

如果遇到任何要求付款的电话和网聊务必保持冷静、提高警
惕，如感到可疑，立即挂断电话并及时联系使馆进行核实。

中国留学生应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换汇，不要轻信各种“优
惠换汇”信息，更不要主动在网络平台搜索换汇信息，避免上当
受骗。私下换汇不仅无安全保障，还可能涉及洗钱、非法买卖外

汇等犯罪行为。
网络购物认清正规官方网站，

远离诈骗钓鱼网站，谨防个人信
息、银行账户信息、信用卡信息等
泄露造成财物损失。如不幸蒙受损
失，应尽快向丹麦警方报案，非紧
急 情 况 拨 打 114， 紧 急 情 况 拨 打
112。如案件涉及国内，请同时拨
打+86-10-110 向国内公安机关报
警，或拨打+86-10-96110向反诈骗
预警、防骗咨询热线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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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隐患不容忽视

据加拿大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多伦多附近的
60 号公路上，深夜时两车相撞，其中一辆车上的 4
名中国留学生青少年当场死亡，另一辆车上的一名
42岁女子在送医后因伤势过重死亡。中国驻多伦多
总领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处理有关后续事宜。

留学在外，远离家人，学子需要独自面对纷繁
复杂的新环境。其中，交通出行安全是留学安全中
的重要方面。令人痛心的是，此类事故屡有发生。
就在不久前，5 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结伴自驾
从爱达荷州赴华盛顿特区游玩，在返程途中遭遇恶
劣天气、道路结冰发生车祸，导致其中 3 名学生受

伤送医治疗，所幸无生命危险。近期，美国多地气
温下降，部分地区雨雪增多，道路可能出现积雪、
结冰现象。学子出行前务必关注当地天气变化和道
路状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或前往路况不佳
地区。

此次事故发生后，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发布驾
车出行的交通安全详细提醒，告诫学子保持车辆良
好工作状态，确保刹车、轮胎、灯光、雨刷器等关
键部件正常运行。驾驶过程中始终确保系好安全
带，遵守交通规则及限速要求，与前方车辆保持安
全距离。此外，避免夜间驾驶和疲劳驾驶，避免在
驾驶过程中使用手机、调节收音机或与其他乘客交
谈等。在旅行前查看天气预报，在暴雨、雷电、风
雪、冰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减少出行，必须出行时
请随身携带必要紧急设备。学子外出之前，将出行
路线和紧急联系方式告知家人或朋友，以备不时之
需。如遇紧急情况，记得保持冷静，及时报警或寻
求帮助。

自然环境潜藏风险

在海外留学，各国的地形、气候情况不尽相
同，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会危及人身安全，学子们应
当引起重视。

随着澳大利亚夏季临近，居民参与涉水活动愈
加频繁，近期悉尼一名中国公民在海中不幸遭遇离

岸流导致溺水身亡。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发布安全通
知，提醒领区中国居民警惕离岸流。人在与离岸流
对抗时，容易因体力不支而溺水身亡。如不慎被卷
入离岸流，需向离岸流垂直的方向游出。如果有
风，最好顺着风的方向游。此外，参与浮潜等涉水
活动应正确穿戴救生衣和相关设备，遵循专业人士
指导，避免夜间进行涉水活动。下海前注意观察警
示标识。如发现海滩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备或未配备
救生人员，应避免下水。

而在地形多山地的北半球国家，冬季正是冰雪
运动盛行之时。就读于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李玥是一
名滑雪爱好者，她说：“瑞士是欧洲冰雪运动大国，
一到冬季，我身边的同学就冲向了雪道，其中不乏
因滑雪受伤的。我认为，要对雪场的自然环境保持
敬畏，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一次，我和朋友一起
去滑雪，当看到他滑下一个较陡的坡道时，我一时
兴起也冲了下去，结果自己摔倒受了轻伤。”

刘萧在莫斯科留学，他提到，滑冰时身体移动
速度很快，一旦发生碰撞，受伤风险也更高。“对于
初学者而言，在冰上保持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一旦身体失去重心，跌倒摔落在坚硬的冰面
上，很容易造成膝关节、踝关节等扭伤甚至下肢骨
折。建议大家佩戴合适的护具，它是关键时刻的

‘救命稻草’。此外，最好结伴滑冰，一旦发生事故
可以互帮互助。”

时刻注意人身安全

“国际环境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一些关于中国
留学生遭遇枪击、绑架、抢劫等案件时有发生。”国
际安全教育专家王学军说，“想要降低遭遇这种案件
的概率，留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安全意识，远离相
对危险的时间、地点、人群，安全行事。”

王学军解释说：“具体而言，从时间上讲，夜间
比白天相对危险，特别是凌晨。从地点上讲，不要
去相对危险的区域，包括没有摄像头覆盖区域、偏
僻之处、城市犯罪率较高的区域等。曾经发生过一
起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抢劫枪击的案件，他们在半夜
开车回到住所，在停车场遭遇两名劫匪持枪抢劫时
遇害。如果他们有意识注意以上安全要素，也许就
能降低此次悲剧发生的概率。”

朱雨玲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的一名学生，她
曾亲身经历了街头被抢事件。朱雨玲回忆说：“当天
晚上 12 点，我和朋友聚会后独自回家。走在路上，
我突然感到身后一个人影冲过来，他一瞬间就夺走
了我手中的电话，飞奔而去。当时我虽受到了惊
吓，但还算镇定。为了安全我没有上前去追，立即
打车回家，然后报警。”

朱雨玲事后复盘了整个事件，她说：“由于事发
地在巴塞罗那市中心，那段路是市民口中‘安全’
的地方，我之前也曾独自晚上回去过，所以没有意
识到潜在的安全风险。出门在外，要随时随地保持
安全意识，绝不可大意。”

日前，2023 年度“熊猫竞
赛”颁奖仪式在中国驻澳大利亚
使馆举办。活动由中国驻澳使馆
与澳中友好协会首都领地分会共
同主办，当地多所中小学校长、
师生及家长等180余人参加。

据悉，“熊猫竞赛”活动始于
1995 年，因首次活动以中国国宝
大熊猫为主题而得名，是一项在
澳中小学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推
广活动，旨在让当地青少年更多
地了解中国文化，加深两国民众
互相了解和友谊。

本年度“熊猫竞赛”有数百
名澳当地学生参与，最终70名学
生获奖，作品包括通过编织、陶
艺、木工、泥塑、纸艺等各种形
式表现的龙舟及粽子等工艺品。

70 名获奖学生获颁证书及中
国特色奖品。当地学生还为活动
献上了舞狮及中国舞蹈表演，来
自使馆阳光学校的学生们也表演
了精彩的“水调歌头”吟唱节
目，与澳小伙伴们联欢同庆。

表演结束后，参加活动的来
宾和学生们一起品尝了使馆精
心准备的中式美食，并参观了
使馆的中式庭院和富有江南韵
味的园林。

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少年是
中澳友好的未来。“熊猫竞赛”搭
建了体验、感知中国文化的平
台，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友谊
的种子，希望“熊猫竞赛”能够
长期举办下去。

（来源：中新网）

留学期间，安全之弦不能松
本报记者 周姝芸

日前，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发生
严重交通事故，4名中国留学生遇
难，令人痛心。事故让留学安全问
题再次引发关注，学子身在海外，
需要熟知各类人身安全风险，了解
有效应对措施，时刻绷紧留学安全
这根弦。

资料图片

“熊猫竞赛”颁奖仪式
在澳大利亚首都举办

近期，美国本科申请平台 Com-
mon Application 公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2024 年秋季入学早申请人数显著
增长。越来越多学生在规划申请时，
选择早申请来开启申请季。

早申请和常规申请相比有哪些独特
之处？大部分美国高校会采用三种录取形
式，分别为提前决定（Early Decision，简
称 ED）、提前行动（Early Action，简称
EA）和常规申请（Regular Decision，简称
RD）。ED/EA均属于早申范畴，且一般情
况下只有部分排名靠前的大学会开通此
类申请通道。

早申请，抢占offer“先机”

具 体 来 看 ， 学 生 如 果 选 择 了 早
申，基本需要在每年 11 月上旬甚至 10
月就要向心仪院校提交完所有成绩和
申请材料。此外，申请 ED 的学生需要
与 院 校 签 订 Early Decision Agreement

（ED 协议），这意味着该学生承诺所申
请的院校是第一且是唯一选择，如果
被录取则必须入学报到 （允许延期入
学）；而如果失败了，那么这个申请季
就没有进入这所学校的机会了。EA 虽
然没有院校数量上的限制，但同样也
是“高风险”行为，学生一旦被拒则
只能另选他校。

既然风险系数那么高，为什么学生
们还是尽力争取早申呢？观察近几年美
国知名院校公开披露的数据后就会发
现，通常情况下，早申的录取率普遍高
于常规申请。

以哈佛大学为例，2023 年哈佛大
学的 ED 录取率是 7.52%，RD 录取率
仅为 2.57%。对比来看，早申的优势不
言而喻。再看康奈尔大学，2023 年康
奈尔大学 ED 录取率是 17.6%，RD 录
取率仅有 5.7%。可见，如果能够提前
做好规划，早申是个非常好的冲击知
名院校的机会。当然，早申的难度也
可想而知，因此建议同学们一定要做
好充足的准备。

常规申请，稳扎稳打赢录取

错失早申黄金时期的同学们也无需
过早放弃，同样可以在常规申请中全力
以赴。RD 顾名思义就是按照美国高校
普遍实行的申请时间提交申请材料，也
是中国学生中最为常见的申请类型。这
类申请一般截止时间在次年的 1 至 5
月，学生在这个期间递交材料，都有机
会获得录取。

此类申请在学生申请院校的数量上
没有限制，只要足够优秀或院校专业选
择合理，很有可能出现同时被多所大学
录取的情况，学生可以将选校的主动权
紧握在自己手中。

除此之外，部分美国公立院校由于
申 请 人 数 众 多 ， 也 会 采 取 滚 动 录 取

（Rolling Admission，简称 RA） 这种招
生方式，即院校只要没有招满，学生可
以持续递交申请。这种申请方式也常见
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
家和地区高校。

滚动录取通常于每年 9 月开放，一
般来说没有固定的申请截止日期，院校
招生办多实行“先到先得，录完即止”
的原则，直至院校名额满员。在这种申
请制度下，先行递交申请材料的申请人
会被优先审核。

对于申请学生们而言，这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因为一旦院校招满，即便再
优秀，招生办也不会再进一步考虑，所
以不仅要拼一下“速度”，还要拼一拼

“运气”。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三大类录取外，

不同轮次还会有更加细致的分类和划
分，例如 ED 申请轮次还会划分为两个
阶段，ED1和ED2，即第一批次和第二
批次。对于正在筹备美国留学申请的学
生和家长来说，申请轮次究竟该怎么
选，的确是一个“田忌赛马”式的策略
性问题。

虽然今年的早申已经结束，但并不
意味着同学们失去了机会。制定合理的
申请计划并全力以赴地准备，坚定地朝
着自己的目标院校努力，相信同学们终
会守得云开见月明，理想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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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张舟） 据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消息，日前，中国留
荷学生学者联合会组织20位留荷
高层次人才来到江苏省南京市与
苏州市，参加“海纳英才·荷兰
博士团鼓楼行”和“2023留荷学
子苏州行暨中荷青年学者相城交
流活动”.

青年学者们亲身体验了江
苏的人文历史，深入了解了江
苏科技创新、产业规划等领域
所取得的显著成就，还与当地
的科研高校、重点企业以及相
关政府部门深入对接，共同推
动中荷创新协同发展。

“海纳英才·荷兰博士团鼓楼
行”活动在南京鼓楼区举行。

活动围绕“考察调研”“精
准 对 接 ”“ 深 入 交 流 ” 三 个 主
题，博士团成员们走入鼓楼，参
观了当地的历史地标，调研了鼓
楼高新区及幕府创新小镇，了解
了南京对新项目的扶持政策以及
配套设施，对政府在科技创新和
产 业 规 划 方 面 有 了 更 深 入 的
认识。

博士团一行还走进南京工业
大学实地参观，双方就学术研究

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为未来合作
关系打下基础。

“留荷学子苏州行暨中荷青
年学者相城交流活动”在苏州相
城举办。活动主题紧扣“中荷协
同发展，科技创新孵化，人才交
流共进”，鼓励海外留学人才为
中荷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留荷学生学者来到苏州相
城，参观了中荷科技创新和创业
孵化的第一线——中荷 （苏州）
科技港，在参观学习的过程中深
化对“创新”与“人才”两个发
展主题的思考，探讨了科技在创
新中的机遇与挑战。

此外，青年学者们还受邀参
加了第三届苏州相城国际文化艺
术节开幕式，近距离感受了江南
水乡的古韵今风和创新创造的澎
湃活力。

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计算
生物博士彭浩然说：“这次江苏
行令我切身感受到南京鼓楼区及
苏州相城区提供的平台和环境。
我感觉苏州和南京是适合生活、
创业的城市。我对未来规划有了
更清晰的认识，也对这两个城市
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留荷学子江苏行

美国哈佛大学校园景色。 资料图片

留学
安全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