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松考证，免费挂靠，一年躺赚10万”“拿下证书，
就有了金饭碗”……据《法治日报》报道，不少不法分子以

“考证躺赚”为噱头，发布各类办证、考证广告，夸大证书
作用，诱骗多人购买培训业务，诈骗数千名被害人共计
3000余万元。不久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涉案的9名嫌疑人提起公诉。

“一证在手，天下我有”式骗局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总
有人上当。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一些新职业、新政策
不了解，容易相信所谓“机遇”。同时，骗子的话术、包装
等较具迷惑性，也迎合了一些人想走捷径、不劳而获的心
理。比起培训费的损失，有些不法培训考证业务暗藏的
风险更值得警惕。比如，诱导被害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
下办理网贷甚至高利贷等。须知，不少考证挂靠本身就
不合法，更不必说后续的所谓“赚大钱”。类似伎俩之所
以能屡屡得逞，恐怕还是一些人的“心魔”难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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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专门网站，通过特定程序模拟真实用

户进行批量操作，制造海量虚假数据；利用配

音和剪辑软件篡改网上公开信息，在热点事件

中编造虚假信息引流；开办多个自媒体账号，

杜撰并炒作医药企业负面文章，以付费删帖相

要挟实施敲诈勒索……据 1月 13日人民日报

客户端报道，日前，公安部公布了2022年打击

“网络水军”相关情况以及十个典型案例。涉

案不法分子通过造谣引流、刷量控评、敲诈勒

索、有偿删帖等方式，严重损害网民及有关企

业的合法利益，破坏网络空间的发展秩序。

“水军出征，寸草不生”，这是网友对“网

络水军”作恶的形象描述。近年来，“网络水

军”直接发动或间接影响的恶性事件不少，

比如，不久前“760 元推动一次网络暴力”的

事件以及在“网课爆破”之下女教师猝死

等。同时，一些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恶劣却影

响网络空间秩序与公众安宁生活的事件，则

更广泛地存在于我们周围。比如，一些不法

分子运营大量账号编造虚假信息蹭热点，吸

引眼球，制造恐慌；有的团伙开办假冒媒体

网站和自媒体账号，恶意炒作，编造谣言，以

“交钱就删帖”要挟他人；有的不法分子以反

复向平台投诉、“买通”某些平台内部工作人

员后台操作、黑客攻击网站等方式，开展有

偿删帖。此外，还有网店、影视剧等刷量控

评，误导消费等情形。

为打击包括“网络水军”在内的网络黑灰

产，公安机关近年来持续开展“清朗”“净网”等

专项行动，有关互联网平台加快完善升级反水

军程序、识别响应机制，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等对整

治“网络水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

然而，在推进整治“网络水军”过程中仍

存在诸多困难，从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来看，

当前的“网络水军”呈现“技术引领”的共性特

征，即多采用技术手段，实现违法犯罪行为的

效率提升，这也是其能够不断滋长的重要原

因。比如，不法分子利用黑客工具等操控数

以万计的网络账号，能轻易制造虚假数据达

数亿条次；通过非法脚本程序，模拟真实用户

进行批量操作，短时间内即可将“转评赞”数

值飙升至数十万；开发搭建专门刷单平台、有

偿删帖专用平台 APP 等。可见，不法分子的

“技术引领”让相关黑色产业链不断壮大，进

而让作恶更加简单易行，让后果更加难以预

料，也让打击整治频陷被动，包括对不法分子

及服务器等设备的追踪难，对遍及网络社区

的有害信息的彻底清除难，对不法分子换“马

甲”复活的震慑难等。

“进可一键作恶，退可销声匿迹”，打击越

来越技术化的“网络水军”，不能只依靠公安

力量“有一起查一起”，更应在“及时发现异

常”“能够应对异常”等方面多一些技术布局，

强化源头治理，升级技术防控能力，同时，要

形成更大合力。对此，各网络平台的态度和

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平台最有条件第一时间

发现环境异常、固定证据，并做出反应。用网

友的话说，“平台不能把赚钱的大门一开了

之，无限容忍登堂入室为非作歹之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这为提升

管网治网能力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打造网

络空间技侦技防的综合治理格局，需要调动和

发挥更专业的技术力量，同时让法律发挥强大

震慑作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安宁。

升级技术防控，精准打击网络水军的“七寸”
本报评论员 吴迪

不法分子的“技术引领”让相
关黑色产业链不断壮大，进而让作
恶更加简单易行，让后果更加难以
预料。打击越来越技术化的“网络
水军”，应在“及时发现异常”“能够
应对异常”等方面多一些技术布
局，强化源头治理，升级技术防控
能力。

诱 饵

春运摩托大军减量体现民生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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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器”还是“智商税”不能总是傻傻分不清

斯涵涵

据 1 月 16 日《法治日报》报道，随着

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调整和北京冬

奥会带来的冰雪热，最近一段时间，很多

雪场的滑雪爱好者人头攒动。滑雪热也

带动了初学者对滑雪教练的需求。但目

前国内滑雪教练准入门槛低、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存在野生教练等乱象。有滑

雪爱好者花 2 万元请的教练，教授的穿

雪鞋方式竟然都是错的。

时下，走进雪场请个教练几乎成为

每个初学者的标配选择。然而，滑雪教

练无资质、乱报价、报高价的情况不同程

度存在——有人花大价钱请的号称技术

了得的“资深教练”不过是个没有教练证

书的“野生教练”；有的教练要价不低，但

连必要的滑雪及安全保护知识都不懂，

甚至犯了不少低级错误。

这暴露出相关专业人才的缺乏和监

管工作的盲区。目前，国内还没有完整的

滑雪教练认证体系，教练最基础的门槛即

拥有一本国职证，但消费者和学员往往不

会专门查证，也缺乏相应的查证渠道。有

些雪场为了节约成本、大量揽客，通常采

用兼职教练、快速培训等方式，来满足大

批学员请教练的需求，但门槛低就容易导

致教练水平参差不齐。一些“三无教练”

更是胆大妄为，利用网络平台招揽生意、

假借“朋友”身份随意出没雪场。

滑雪极具观赏性、趣味性与运动魅

力，但同时是一项专业性要求和风险系

数极高的运动。曾有国内知名滑雪运动

员在比赛时摔伤，更有人在滑雪时发生

事故失去生命，这些都提示人们，安全是

滑雪运动的第一要素。无资质、开高价、

缺监管的滑雪“野生教练”不仅是在为行

业发展埋雷，而且是对诸多消费者、滑雪

爱好者安全和生命的重大威胁。

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已经成为

现实的情况下，不能让“野生教练”偏离

安全轨道，打击公众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和信心。对此，有关部门要及时出手整

饬乱象，加强教练人才培养，提高教练准

入门槛，完善教练资格认证制度，强化行

业规范约束等。同时，要继续完善冰雪

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公众的冰雪运

动需求，激发更多公众的长期运动热情

和消费潜力，进而促进冰雪运动良性发

展、持续壮大。

“野生教练”
让滑雪运动偏离安全轨道

戴先任

据 1 月 15 日中国新闻网报道，随着春节

临近，返乡摩托车大军再度出现在全国许多

道路上。不过随着国家路网、高铁等设施不

断完善，春节返乡越来越便捷，摩托大军数量

正不断减少。

春运摩托大军减少是人们乐于见到的情

况。从安全层面来看，摩托大军的减少，降低

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途中的风险——摩托大

军在严冬腊月千里走单骑，既危险又辛苦，每

年都有骑摩托车返乡人员遭遇交通事故的情

况发生，严重的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当越来

越多昔日参加摩托大军的返乡人员开始选择

乘坐高铁、汽车或是自驾，返乡的路途无疑会

更安全也更舒适。

骑摩托车返乡不再蔚为壮观，背后的原

因不少。

比如，近年来，我国公路、铁路交通网越

织越密；随着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不断

推进，大部分农村道路告别了昔日的泥泞土

路——农村路好走了，农村也通上了客车，返

乡人员坐大巴也能回到老家。比如，一些返

乡人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收入增加不少，

返乡方式选择范围更大了。同时，铁路部门

近年来致力于增加运力，春运期间“一票难

求”的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缓解。

某种角度上说，摩托大军的逐年减少让

春运变得更安全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整个民

生之路更好走、更通畅了，民生蛋糕越做越大

了，这惠及的不仅是春节返乡的外出务工人

员，还有更多人。春运摩托大军逐渐减少，翻

开的其实是一幅民生新图景——时代在发

展，社会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在向着美好生

活进发。

前些年，为了让返乡摩托大军安全回

家、顺利返家，摩托大军主要途经的省份都

会组织职能部门和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沿途

预警、分流和领行等安全保障服务。现在摩

托大军少了，返乡人员选择其他交通工具的

多了，包括那些开车回家的返乡人员，他们

同样有安全保障、物资供给的需求，如何保

证他们的归途安全，也需要有关部门拿出对

策、积极作为。而对仍然有骑摩托车返乡需

求的人员，沿途省份依然有必要继续提供相

关服务，让这一群体在返乡路上感受到更多

关照和温暖。

进而言之，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的方

式变了，有关部门的服务意识和质量不仅不

能变，还应该随着民生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让

这些需求得到及时的回应与满足——只有这

样才能持续巩固改善民生的成果，不断提升

民生发展的成色。

窦菲涛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新冠病毒
感染者的增加，让各地医疗机构面临着
不小的救治压力。重症患者救治工作进
展如何？医院日常诊疗业务怎样？医务
工作者的状态如何？带着这些疑问，近
日，我实地探访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用听诊器检查患者心肺功能，监测呼
吸机参数，调整俯卧位，翻身、排痰……在
北医三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亚重症一
病房，医护人员时刻都在紧张忙碌着。
为保障新冠患者就医需求，北医三院紧
急改造亚危重症病房，全院调配人员和
设备，用13天时间将收治新冠患者的床
位由原来的 216 张扩增至 823 张；诸多
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救治工作，有的甚至
因此将家中年迈的父母送到其他亲人处
照料。

白衣为甲，医者仁心。面对病毒和
病患，医生护士有如战士。有的医护自
己感染了，一边打着吊瓶一边照顾其他
病人；几十平方米的病房里，护士一个班
下来就走了 2万多步；很多医生连续三
个星期吃住在医院，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才休息……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各
地的医务人员都在不辞辛劳，争分夺
秒。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元旦
期间，全国近 900 万医护人员坚守岗
位。也正因他们的付出和努力，时下，全
国发热门诊和急诊中，新冠病毒阳性感
染者检出比例稳步下降，重症患者数量
也在连续波动下降。

在北医三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亚
重症一病房，每天都有两三位患者出院。
主治医生孙丽娜连续收到了几封患者家
属手写的感谢信，“看到一个个患者能够
逐渐恢复健康，是我们医护人员最开心的
事”。毫无疑问，他们的坚守不仅让无数
患者恢复了健康，也增强了更多人战胜病
毒的信心，给了更多人温暖与希望。

医者全力救治，患者全心信任。在这
次采访中，我深深感受到，挽救生命需要
医者的精心治疗护理，也离不开和谐、融
洽的医患关系。在诸多重症患者的救治
过程中，患者和家属都给予了医护人员充
分的信任和理解，积极配合治疗，而医务
工作者也在尽最大努力救治每一位患
者。这对救治工作的高效开展意义重大。

接受采访当天，孙丽娜主管的病床
又收治了一位重症患者。床位腾出后，
马上就有新患者，重症病房始终处在一
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在北医三院的所见所闻，其实正是全
国不少医院、医护人员的缩影，为治愈更多
重症患者、帮助更多人度过新冠病毒这一
关，他们还要继续坚守、继续高负荷工作。

近日，上海、浙江、北京等地都向一线医务人员发放了工
作补助，有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自身也在积极做好医务人员的生
活服务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和休息条件，合理安排班次，避免
其过度劳累，有的地方还加强了对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的关注。
这些都是对他们应有的关爱和激励。除此之外，期待各级党委
和政府能够进一步保障救治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医用物资的
充足供应，满足一线医护人员的救治需求。

临近春节，不少人踏上了回家的路、团圆的路。每个人依
然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仍需继续做好个人防护，保护好
家里的老人、孕产妇等脆弱人群，要注意识别症状，及时就诊，
降低感染者发展成重症的风险。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相信
有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有愈发成熟的救治经验，有各
级政府部门的协调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
战胜眼前的困难和挑战，迎来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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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筱晓

据 1 月 16 日《经济日报》报道，最近，“抗

病毒面料”在纺织市场上火了。据统计，目前

有超过 30 家上市公司布局涉及抗病毒面料

的专利及产品。在资本市场上，去年底，抗病

毒面料概念股股价一度持续飞涨。

据此前公开报道，2022年 6月，清华大学

某研究团队利用电子束接枝改性技术，开发

了一种能够广谱消杀包膜类病毒及各种细菌

的抗病毒抗菌功能纺织面料，可用于个人服

装及家居纺织用品的制作。

抗病毒面料的研发成功引人关注，但并

不代表其可以很快投入实际使用。比如，最

近先后有相关上市公司公告称涉抗病毒面料

产品还在测试改善阶段，未形成批量生产，同

时表示在实验室环境外，该面料抑菌作用及

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物还未上市，公司市值已攀升不少。

抗病毒面料的走红，一方面有企业宣传、资本

助力的因素，另一方面缘于人们对“抗病毒”

概念的格外关注。

自新冠病毒出现后，日常消杀成了普通人

的必修课，各种消毒、防疫“神器”相继出现。

面对五花八门的产品，消费者时常陷入它们到

底是“高科技”还是“智商税”的困惑之中。

以近期热销的蓝光消毒喷雾枪为例，虽

然有“双管齐下”“蓝光”“雾化”等看起来好像

很厉害的噱头，但真正起消毒作用的还是

“枪”内的消毒液。这意味着，一个简单便宜

的小喷壶就可以和它达到同样的功能。

消毒、防疫“神器”是骡子是马，显然需要

权威科普机构和人员把它们牵出来遛一遛。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另一款近期走红网络的

“消毒卡”产品，早在 2020年就有检测中心通

过实验证明其效果有限且有安全隐患。最

近，“消毒卡”再次大卖，说明其生存的土壤还

没被完全铲除。

市场欢迎产品创新，也需要相应监管工

作的创新。面对不断出现的消杀新产品，相

关部门应紧跟节奏，既要在前端对产品生产

环境、生产质量进行监管，又要在后端对刻意

夸大产品功效、偷换概念、诱导消费等行为给

予警惕和打击。

作为各种消毒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之一，

电商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对已被证

实涉及虚假宣传或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及时

予以下架，同时要利用技术等手段堵住其改头

换面或在风声过去后卷土重来的后路。

无论从科研还是消费角度看，抗病毒面

料的出现都是一件好事。不过在产品开发尚

处于试验阶段、还没有成熟样品时就急于放

出风声，甚至有意无意与新冠病毒关联起来

做宣传，有利用人们的焦虑心理做文章、炒热

点的嫌疑。如果部分商家为了赚快钱，急于

推出技术不成熟的产品，反而可能对相关产

业的发展起到负面作用。

因此，有专家呼吁，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

适合我国的纺织品抗病毒测试标准，为相关产

品划定技术红线。对商家来说，诸多前车之鉴

也已证明，只有以重视品质代替制造噱头，以

诚实守信代替偷奸耍滑，才是长久经营之道。

“就当买个安心。”人们曾怀着这样的心

态置办了不少防疫物资。囤货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人缓解焦虑、获得安全感，但也不能用

力过猛，对新产品更应多一些消费理性和审

慎，多查查资料、多听听各路说法，有时甚至

只是按兵不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一些神

乎其神的说法可能就露出马脚了。

市场之中，“神器”时时有，概念常常新，

无论什么产品，有关各方都应各司其职、各尽

所能，把到底是“高科技”还是“智商税”的问

题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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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快剪不起头发了，春节期间会员价 28元变 58元，非会员

40元变 80元。”“平时常去的 15元小区理发店，现在也要 30元

了，还得排队预约。”据 1月 16日《钱江晚报》报道，最近很多理

过发、做过美甲的消费者都反映，春节假还没放，已经在常去

的店里“享受”到了“春节价”。

临近春节，从美发、美甲、美睫等“爱美”行业，到洗车、家政、

餐饮等刚需行业，相关服务的价格似乎都在水涨船高。有的商

家甚至在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就抢先开出“春节价”，且

越临近春节价格越贵，让不少消费者觉得“吃相有些难看”。

对于“春节价”，不少人都持一种理解的态度，一来，假期

公众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加，而部分商家又停止了服务；二来，

春节期间员工工资、运输费用等成本都在增加，适当提价没啥

不妥；第三，相关从业者牺牲了节日里与家人的团圆与美好，

增加些收入可以视为对他们的安慰和补偿。

不过，从法律角度说，即便是“春节价”也须明码标价，向

消费者事先告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是商家的

义务。同时，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涨价要适度，要杜绝

乱收费、乱涨价。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是欢乐祥和的日子，如

果消费者在节日里挨了宰，被商家“狮子大开口”，显然会影响

心情和消费热情。而且商家实行“春节价”本是为了增加一些

收入，如果漫天要价，甚至提前很多天便开始收“春节价”，很

有可能会吓退消费者，如此便可能得不偿失。

对商家来说，“春节价”可以有，但别搞成过度涨价甚至是

价格欺诈。春节同样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契机，在这个时

候，商家的言行更应该体现文明经商、仁义经商、货真价实、童

叟无欺等传统。

对“春节价”越来越提前以及串通涨价、模糊标价等情况，

有关部门是否能够予以重视和规范？比如，对春节期间涨价

的时间、幅度进一步予以明确；加强春节前夕及期间的市场巡

查，密切关注商品服务价格变动情况，及时受理消费者的价格

投诉举报；严厉打击价格违法违规行为等。总之，不能让“春

节价”成为春节假的堵心事。

春节假未到，“春节价”已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