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电话／2121575 投稿邮箱／dlrbtg@163.com
本版责任编辑／杨艳玲社会新闻采编部主办

深 读

在一些教育类 APP 上，鼓励
孩子暑期“弯道超车”的帖子屡见
不鲜；“上联：不怕同学是学霸，下
联：就怕学霸放暑假，横批：差距越
拉越大”之类的说法不断刺激家长
的神经。

安徽合肥一名高中学生表
示，平时上课已经很累，希望放暑
假的时候能好好休息休息，但是
家长都会早早报好培训班，不敢
不补。从自己内心来说，其实不

愿意暑假补课。
一些家长表示，给孩子报辅导

班出于多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孩子
放暑假了可是家长还是要上班，让
孩子独自在家不仅不安全，还容易
沉迷电视或者手机游戏，不如去辅
导班让人放心。另一方面，别的孩
子都在补课、在进步，自己的孩子
原地踏步就是退步，谁都不想做
掉队的那一个。

沈阳市民刘女士说，现在的

努力劳累，是为了让孩子将来少
受一点累，毕竟竞争太激烈了。
现 在 大 家 都 在 补 课，放松就是
落后。

昆明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教授黎尔平说，年年都在说
暑假补课不好，学习“赶跑”并不
利于孩子的成长，但是这个问题
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愈
演愈烈的趋势。各方应共同努
力，把暑假真正还给孩子！

暑假，补课模式被打开
暑假已近半，孩子们每天都在忙什么？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暑假里，从小学到中

学、从城市到农村，孩子们补课充电几成常态。酷暑，台风，阻挡不了家长、孩子奔赴一个个

培训班的脚步。孩子们想过个轻松的暑假为什么这么难？

每年暑假，很多孩子是几个培
训班多线作战、火力全开的状态，
很难感受到应有的轻松。

放假休息了两三天后，武汉一
所民办初中初二的学生小周就开
始了自己的暑期补课模式：每天上
午 8 点 15 分进教室，下午 5 点半出
教室，中饭是父母叫好的外卖。“连
着上几天课也能休息两三天，可是
也要用来完成学校和补习班上布
置的作业。”

8 月 2 日，沈阳市最高温度 35
摄氏度，地面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
记者在大东区一家补习机构一楼
看到，监视屏显示二楼的 6 间教室
全部坐满，这里主要补习小学语文

和数学。一楼走廊两边，等待的家
长沿墙坐成一排，还有一些家长拿
着塑料凳子，在门口的阴凉处坐成
两排。

在广州某知名补习机构教学
点记者发现，从上午 10点到晚上 8
点，每个教室如流水席一样场场满
座，有些上中午12点补习班的孩子
来不及吃饭，利用下课的 10 分钟，
接过家长带的午饭匆匆解决，等到
下午两点半下课又赶集似的奔赴
下一个补习班。一位家住佛山的
家长告诉记者，他每天开车 1 小时
走高速公路从佛山赶来广州补
课，就是因为听说广州的培训班
质量好。

广州番禺的家长李女士告诉
记者，因为家附近没有补习点，听
说一些机构开设了网课，于是她给
孩子报了网上补习课程。“暑期的
补习标配就是 3＋1，语数英加一个
兴趣班，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老家镇上孩子也在补课
呀。”上海一位美团司机胡先生家
在江苏，他告诉记者，“大儿子上初
一，暑假补数学、语文，一小时60元，
和上海比起来便宜很多；小女儿才
上幼儿园，报绘画、游泳班一共花
了 4000 元。想当年我们游泳哪有
老师教呀，都是自己往河里一跳和
小朋友一起玩学会的，现在的孩子
不一样啦。”

除了文化课，每年暑假，体
育、音乐等素质类的兴趣班也格外
红火。钢琴考级、跆拳道比赛……
很多类似的活动都放在暑假，使得
父母拼命为孩子“加码”。

北京市民杨先生的孩子刚上
小学一年级，这个假期杨先生主要
让孩子学习街舞、美术和钢琴。“街
舞现在很热，孩子很喜欢，能锻炼
身体和肢体灵活性。”

广州市少年宫的兴趣班如合
唱、篮球、书法等都是热门。近来
流行的编程班也是暑期的重头戏，
小学四年级学生小林告诉记者：“父
母给我报了语文数学的补习班，我

自己要求报了一个编程班，因为班
上的同学都在学编程，我不学就落
伍了，而且编程很有趣，都是在电
脑上操作完成，有时还结合机器人
游戏，但是妈妈担心学编程会影响
我其他科目的学习，所以只是暑
假才让我学。”

由于广州的中考体育科里游
泳成了必考项目，所以游泳班在
暑假相当火爆。无论是体育馆、
学校，还是小区的游泳池都成了
培训场地，大班、小班、一对一班等
各种班型，蛙泳、自由泳、仰泳、蝶
泳等不同泳姿，应对不同孩子的
需求。

从 2013 年起，安徽省就提出
逐步增加初中毕业体育考试成绩
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
中的权重，随后，体育分值从 2013
年 的 35 分 一 直 涨 到 2018 年 的
60 分。

运动员刘雪 2014 年底退役之
后开始在安徽省宿州市开办体育
培训班，今年刘雪带的暑假班已经
有 300 多名学生报名，主要是明年
中考和后年中考的学生。刘雪说，
随着安徽各地体育在中考时的分
值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更
重视这块，今年暑假报名的学生
比往年多了很多。

学习“赶跑”孩子补课忙

素质类的兴趣班格外火爆

让孩子过个轻松的暑假为何这么难

6月24日，学生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鹏程教育中心大厦内的一家培训机构上课。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廖君、熊琦

记者5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电信诈骗治理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工信部将持续加强电信诈骗源头和综合治理，进一
步加大电信诈骗整治力度。

据了解，近年来，工信部在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指导下,强化行业源头治理、综合
治理。截至目前，防范打击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一是重点业务整治得以加强，关停违规语音专线 6.1万
条，“400”涉案号码从2016年月均700余个下降至目前的个位
数，用户举报和公安通报封停号码总量与2017年同比分别下
降55%、66%。

二是技术防范得以强化，全面建设完成覆盖国际口和省
口的诈骗电话技术防范系统，日均处置诈骗电话400多万次，
累计3.39亿次。

三是持续从严落实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指导和督促电信
企业通过配备二代身份证识别设备、现场拍摄留存办理用户
照片、开展在线视频实人认证以及强化“一证五卡”限制等措
施，提升电话用户登记信息准确率。

四是组织电信和互联网企业开展用户个人信息保护专项
检查，对国内应用商店8万款应用软件进行技术检测；加大网
络数据和个人信息过度收集、泄露或滥用等问题核查力度，对
问题企业进行约谈并督促整改。

五是密切与公安等相关部门联动，及时劝阻受害用户
36.9万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1.2亿余元。

据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专项整治工作的持续深
入，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信息诈
骗的根源，诈骗分子利用各行业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
情况日益突出；新骗局层出不穷，攻防博弈日趋激烈。

下一步，工信部还将加强通讯信息诈骗源头治理、综合治
理，进一步督促企业建立完善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责任体
系和强化督查、定期检查等工作举措，加大技术监测和处置力
度，并强化各部门间协同联动，完善与网信、公安等部门各项
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公安局，
您是不是接到了一个冒充公检法人
员的诈骗电话？请不要汇款……”
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中
心，每天都有四五百劝阻电话此起
彼伏，尽可能为事主挽回损失。

这个反诈中心采取公安、通信
运营商、银行一体化办公。接到报
案后，民警立即将相关情况录入公
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并上
传至中心，中心接警止付组进行审
核后提交，对骗子账户进行紧急止
付。“警企联动”的模式在打击电信

网络诈骗工作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2017年，该局为群众止损19.8亿元，
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总量
降至 5 年来最低。目前，全国建成
32 个省级、316 个地市级反诈中心，
全国一体化联动的反诈网络已初具
规模。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 2015 年 6 月，
国 务院批准建立了由公安部等 23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加强对全国打击治理工作

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为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跨部门合作
的长效机制。

2017 年施行的民法总则明确，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为
公民信息安全增添一重要法律保
障。同一年，工信部发布加强实名
认证、加强钓鱼网站和恶意程序整
治等 9项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措
施；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司法解释，
明确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一个有关部门齐抓共管、
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犯罪工作格局正在逐步
完善。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
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但电信网络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电
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和形式不断更
新变化，互联网刷单类诈骗、网购退
款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等新骗局
表现突出。公安机关将不断开拓境
外战场，坚持重点类案集中攻坚，持
续推动重点地区打击整治，联动相
关部门提高打击治理工作水平，坚
决维护公民信息和财产安全。

整治电信诈骗，公安机关做了这些事儿
机票“退改签”、“猜猜我是谁”、冒充“公检法”……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花样防不胜防，严重影响公民

安全感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人民公安为人民。2015年以来，公安部牵头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3个成员单

位，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统计显示，2017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13.1 万起，查处违法犯罪人员 5.3 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57.8%、53.09%；共立案 59.6 万起、同比下降 5.2%，造成经济损失

131.5亿元，同比下降33.5%。

2018 年 2 月 26 日晚，随着一架
中国民航包机在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降落，73 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从菲律宾押解
回国，这是中国与菲律宾警方开展
打击跨境电信诈骗警务执法合作
的又一重大成果。在此次联合执
法行动中，中菲两国警方一举捣毁

5 个长期在菲境内疯狂作案的电信
诈骗犯罪窝点，涉案金额过亿元。

由于国内对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始终呈高压严打态势，一些犯罪
分子利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
漏洞，在境外设立窝点，非法获取
受害人个人信息，电话冒充公安机
关、检察院、法院等执法部门工作

人员身份，以登记的电话、银行卡、
社保卡等信息涉嫌犯罪为由恐吓
受害人，诱使受害人将钱款转账至
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诈骗。

为此，2017 年以来，公安部先
后 18 次派工作组赴斐济、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 20 余个
国家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警务合作，共成功捣毁境外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窝点 128 个，抓获包
括 211 名台湾人的 1196 名犯罪嫌
疑人，押解带回犯罪嫌疑人 1014
名，破获案件 5000 余起，涉案金额
3 亿元人民币，有力震慑了跨国电
信诈骗犯罪集团，得到国际社会广
泛好评。

打掉40余个侵犯公民信息的团
伙，380余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缴获
1.2 亿多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
息，这是广东警方在近期开展的整
治侵犯公民信息黑灰产业链收网行
动中取得的战果。

从侦破的案件看，电信网络诈
骗已形成严密的黑色产业链。买卖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通过买通电
信运营商、金融公司“内鬼”等方式
获得公民个人信息，再转手到诈骗
团伙手中实施诈骗、非法推广等违
法犯罪行为，用于诈骗的银行账户
诈骗由代办银行卡的黑卡卡商提
供，能够绑定各种网络账号并收取、
转移和洗白赃款。

从根本上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就
要根除电信诈骗上下游的生存土壤。
公安机关紧盯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开展重点类
案集中攻坚、规模打击，向“黑广播”

“伪基站”“洗钱”团伙发起猛烈攻势。
据悉，2017年以来，公安部先后牵头
组织侦办多起跨区域电信网络诈骗

团伙案，共打掉犯罪团伙5396个。
经过集中整治，广东电白、河北

丰宁、江西余干等 5个地区已从“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中摘牌；
目前，福建安溪县、湖北孝昌县、广东
饶平县等 6个地区被确立为新一批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全面整
治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

强化合作，跨境执法取得新突破

重点攻坚，全链条打击黑色产业链

联动“围剿”，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

电信诈骗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工信部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白阳、高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