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服务国家战略、为国
选才的“强基计划”试点高校正
在进行录取工作。

“强基计划”
将在提前批之前录取

“强基计划”是教育部 2020
年开始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
点，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
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目前
在全国 39所高校试点，在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历史、
哲学、古文字学、基础医学等基
础学科以及核技术、生物育种
等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相关专业
招生。

今年，海洋科学专业和地球
物理学专业首次被纳入“强基计
划”。报考“强基计划”的考生可
选择一所高校，被“强基计划”录
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高考志
愿录取。

首批“强基”学生
他们学得怎么样？

从 2020 年启动试点以来，
第一届“强基计划”学生今年
本科毕业了，即将进入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第一届“强基生”
怎么样了？“强基计划”到底学
什 么 ？有 什 么 特 色 有 趣 的 课
程？

在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
（强基计划）专业的首届毕业生
首成逸，眼下正在参与一项半导
体领域的国家级重要课题。从大
三起就参与我国未来先导产业
领域研究，助力解决“卡脖子”难
题，这是普通本科生难以想象
的。“小班化”教学、多种多样的

“实验类课程”让他提早进入实
验室、和导师面对面，培养了科
研兴趣和能力。

在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依托大科学装置培养“强基
计划”学生。“强基班”首届毕业
生文路瑶大三时就跟随导师课
题组，进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

室，运用先进光源做实验，为未
来解决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域的
安全问题，探索研究新型储能技
术和材料。

在南京大学，古文字学“强
基班”的首届毕业生李铭锐，最
近加入了甲骨文读书会，练习甲
骨拼缀、摹写、释读，辨认甲骨形
态、部位，学习甲骨断代、分期、
分组等知识。

入校即保研？
四年见分晓

“强基计划”是一个本研衔
接的长周期培养项目。“强基计
划”实施四周年以来，选拔培养
了一批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
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
生。但是，“强基计划”学生也并

不是百分百都能获得保研资
格。

记者梳理发现，各校“强基
计划”的保研方式体现多元化选
择。上海交通大学“强基计划”首
届 130 名毕业生中约 98%的学
生直接攻读博士。南京大学“强
基计划”首届毕业生既有攻读硕
士，也有直接攻读博士的学生。
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强基计
划”首届毕业生保研则是全部攻
读硕士。

当然，还有少部分同学，因
为主观上的个人兴趣或者客观
上的学习能力无法适应，而退出

“强基计划”，转入到同专业的普
通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
技术学院、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
教授宋礼表示，“强基计划”是为
了选取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
的学生。他们对于基础学科的兴
趣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有志于为
国家重大需求做出长期探索。

吸引力不断提升
报考要避免误区

从今年的报名情况来看，
“强基计划”的报名热度普遍较
高。走过四周年，“强基计划”的

吸引力不断提升。高校招生部
门提示，目前高考志愿填报机
构、部分家长和考生还存在一
些“功利性”报考误区，需要避
免。

误区一，认为“强基计划”录
取分数较低，把“强基计划”作为
进入名校的“跳板”，指望录取后
再转到其他热门专业。

对此，相关负责人提示，此
类误区要避免。今年，“强基计
划”的报考热度继续提升。上
海交通大学今年的报名人数
比去年提升了 20%，面试到考
率 99%以上。南京大学“强基计
划”有近 6000 人报名，约 3600
人参加校测。如今，“强基计
划”的生源质量越来越好，有
些专业的录取分数还高于普
通班。

误区二，认为“强基计划”一
旦录取就是本研贯通培养，入学
后就算躺平也能保研。

其实，这几年，不少高校都
完善了考核机制，不努力学也
会挂科，动态退出机制也可以
把不适合的同学转出“强基计
划”。因此，专家提醒，报考“强
基计划”的考生一定要客观理
性选择。

据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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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强基计划”到底学什么？
报考要避免哪些误区？

“这两天，他们（催收人）一
直给我打电话，给我家人和朋
友打电话，我吓得吃不下饭，睡
不着觉。”今年 26岁的贵州人刘
女士说起最近的经历，语气中
难掩慌乱。

究其原因，仅仅是她没有
按期向一家网贷平台还款——
刘女士此前向该平台借了一笔
贷款，每月 24 日，她需要还款
3100多元，期限是 12个月。6月
25日，她仅逾期一天，就遇到了
暴力催收。

近年来，网贷平台的借款
人由于未及时还款，其通讯录
联系人遭遇“狂轰滥炸式”骚扰
的现象频繁发生，甚至有当事
人遭遇威胁恐吓等经历，合法
权益遭到严重侵犯。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
暴力催收乱象频发背后，是网贷
平台违规、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特
别是借款人的通讯录信息；建议
监管机构严格落实现行相关规定
中关于网络借贷类App需要获取
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禁止网贷
平台违规、过度收集借款人信息，
同时继续完善针对暴力催收的法
律规范体系，加大惩罚力度，对暴
力催收行为及贷款黑中介要做到
应查尽查、及时打击。

逾期遭遇暴力催收
极度影响工作生活

刘女士陷入网贷泥潭，源
于 3年前认识的前男友。在两人
相处过程中，男方以做项目需
要资金周转等名目向她借钱。
彼时没有工作的她在男方怂恿
下，向网贷平台借贷，但男方并
没有帮她还钱。双方因此陷入

争吵，最后以分手结束。
原本借款额只有 5万余元，

但刘女士没钱还，于是以贷养
贷：向其他网贷平台借贷还前
一家网贷平台。

时间一转眼来到今年 3月，
她已经在 3家网贷平台有借贷，
每月需要还款约 5000 元。由于
收入不够还款，她在一家名为

“ ×× 快 贷 ”的 网 贷 平 台 借 贷
11200 元，等额本息分 12 期还
款。今年 3月 24日，她向平台进
行第一期还款 1046 余元，其中
含本金870余元、利息175余元。

但这些钱远远不够刘女士
的正常生活和还款。今年 5月，
当她还完第 3 期借贷后，又向

“××快贷”申请借贷 20500 元，
同样选择等额本息 12期还款，
首期应还 2206 元，此后每期还
款 2059余元。

截至今年 6月 24日，仅“××
快贷”平台，刘女士就要还款
3300 多元，再加上另外 3 家网
贷平台，她每月要还 8300多元，
贷款金额也从原先的 5万余元
变成 8 万余元。但她除了每月
4000 多元工作收入外，再无其
他收入。

让刘女士没想到的是，6
月 25日，她在“××快贷”的还款
日刚过一天，就接到了催收电
话 。她 想 跟 对 方 协 商 延 迟 还
款，但对方拒绝了。不久，催收
电话就打给了她手机通讯录
里的所有朋友和家人，还发了
相关短信息。

“‘××快贷’委托第三方对
我进行暴力催收，向我的通讯
录联系人透露我的欠款事宜，
不停地骚扰我朋友和家人，严
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欠
款，我肯定会还，就是希望他

们别催了，给我一点时间。他
们这么逼我，威胁恐吓，我每
天提心吊胆，吃不下睡不着，
每天都活得很压抑，感觉快活
不下去了。”刘女士说。

因向网贷平台借贷逾期而
遭遇暴力催收的，远不止刘女
士一人。

今年 20 多岁的天津市蓟
州区居民王先生，为了满足自
己较高的消费需求，在多家网
贷平台借款十几万元。还不上
借款后，催收人先是打电话骚
扰他，然后直接上门威胁，吓
得他父亲不知所措，无奈之下
四处借钱还贷。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岳强曾代理过多
起相关案件。在其办理的一起
案件中，北京市民赵某通过某
小贷公司借贷后逾期不还款，
该小贷公司找了催收公司进
行催收，催收公司派遣数名员
工统一着装前往借贷人家中
进行砸门、辱骂、威胁等，导致
借贷人的配偶受到极大惊吓。
同时催收公司通过电话、短信
频繁向借贷人通讯录中的联
系人发送关于借贷人拒不还
款 、要 求 亲 友 联 系 或 代 为 还
款 、否 则 就 要 上 门 威 胁 等 信
息，以此“轰炸”借贷人及其亲
朋好友。

记者在第三方消费者投诉
平台上检索发现，截至今年 7月
5日，与“暴力催收”相关的投诉
量已经超过 50万条。

平台过度收集信息
有些用户竟不知情

业内人士分析，暴力催收

现象之所以出现，与网贷平台
在对外借款时违规、过度收集
借款人信息有关，特别是其通
讯录信息。

岳强在办理一起案件时发
现 ，某 公 司 开 发 了 一 款 网 贷
App，注册该 App 的借贷人需
要先勾选隐私信息授权同意
书等材料并填写个人银行卡
账号、身份信息、紧急联系人
信 息 等 材 料 ，并 授 权 该 网 贷
App 获取收集通讯录信息、人
脸识别权限等。“就这样，该公
司通过这款App获取了大量用
户信息。”

刘女士也注意到，她在申
请贷款时，从注册开始，网贷平
台就要求她授权，以获取其手
机通讯录信息，否则就不能往
下进行。

岳强的建议是，加大对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
力度，增加违法犯罪成本。公
民 也 要 增 强 保 护 意 识 ，不 要
随 意 注 册 不 明 网 络 平 台 ，不
要 使 用 不 正 规 的 网 贷 平 台 。
对于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的平
台，在达成使用需求之后，及
时 删 除 或 修 改 注 册 信 息 ，同
时 对 骚 扰 电 话 、短 信 等 信 息
截 屏 或 录 音 保 存 ，方 便 日 后
投诉或报警。

强制平台合规整改
加大惩处增强威慑

为治理暴力催收，我国相
关部门作出了诸多努力。例如
2017 年实施的《关于规范整顿

“现金贷”业务的通知》、2018年
发布的《互联网金融逾期债务
催收自律公约（试行）》、2024年

发布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
法》等，均提出严禁对消费者进
行暴力催收。

“两高两部”2019 年发布
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
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纠
集、指使、雇佣他人采用滋扰、
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
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
犯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
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
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
处罚。

刑法修正案（十一）也明
确：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限
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
住宅；恐吓、跟踪、骚扰他人，催
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
务，情节严重的，处 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此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
会今年 5 月发布《互联网金融
贷后催收业务指引》，从实操
层面对催收行为和催收行业
提出诸多要求。

例如，双方未约定催收时
间的，催收作业不应在每日 22：
00至次日 8：00催收。在信息保
护层面，“爆通讯录”的行为被
明令禁止。该指引还提出，金融
机构和第三方催收机构应只向
债务人催收，不应向联系人催
收。

尽管国家已有相关法律和
行业规范，对暴力催收加强打
击治理，但受访专家认为，由于
刑事处罚的滞后性与局限性以
及指引性文件的非强制性，实
践中要想根治暴力催收问题仍
然任重道远。

据《法治日报》

网贷后 还款仅逾期一天

通讯录好友竟挨个被“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