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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经常收到“积分到期兑换”
短信？小心其中有“诈”》，揭露一些商家给手机用户发送短信，称其
有大额积分即将到期，诱导用户采用积分加现金的方式兑换高价或
劣质商品。稿件播发后，中国电信向用户发送短信提醒：“部分不良
商家以积分过期需尽快兑换为噱头进行诈骗，导致消费者权益受
损。请广大用户注意核实信息来源，积分兑换请登录各平台官方地
址进行处置，避免上当受骗。”

近日，“新华视点”记者追踪发现，仍有消费者不时收到类似的
“积分到期兑换”短信。为何这一乱象屡禁不止？

“积分到期兑换”
短信为何屡禁不止？

A 【仍有消费者反映积分兑换到劣质产品】 》》》

河南消费者冯先生说，前些日子收到
一条短信，“说我有 3 万多积分将在次日
过期，并提供了兑换链接，署名‘服务通
知’。”冯先生误以为是移动运营商的提
醒，随即点开链接，以现金加7300积分为
孩子购买了“价值”799 元的“天才 M6 智
能电话手表”。收到后发现手表做工低
劣，两小时就没电了，且无法退货。

记者看到，冯先生购买的手表背面贴
纸有制造厂商名称，但未见产品商标及具
体生产地址。经查，售卖该款手表的谷创
优品积分商城，为深圳市历创科技有限公
司运营，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

北京消费者王先生在积分兑换平台

上用 429 元和 29000 分购买了六瓶号称
“原产地澳大利亚”的“奔富缤致 PIN407
干红葡萄酒”。记者发现，王先生购买的
这款红酒与市场上每瓶售价 500 多元的
一款澳洲知名品牌红酒在包装风格、字体
设计等方面高度相似，极易混淆。

还有消费者反映，以积分加现金购买
了包装及品名极其类似“SK－II”的产品，
收到后发现竟是一款名为“SKINII”的山
寨产品，退货无门，不敢使用，只能扔掉。

新浪黑猫投诉平台有关负责人表示，
2023年第四季度，黑猫投诉平台上，与积
分短信相关的投诉量较上个季度环比增
长超77％。

B 【非法短信是如何群发的？】 》》》

非法积分短信的发送号码一般以
“106”开头。记者以“106短信”为关键词
在网上搜索发现，不少商家发布以“106”
开头的短信“生意”广告，其多以“到达率
高、转化率高、三网不屏蔽”等为宣传语。

记者询问上海一家自称可群发“106”
开头短信的平台获悉，该平台针对个人及
企业用户提供自助操作账号及短信套餐，
收费为每1万条400元。

记者以化妆品网店店主的身份购买
了该平台的“106”短信套餐，被告知可在
短信中添加购物网站或网店链接。该平
台工作人员提醒，短信内容需经平台人工
审核，一些明显违法的内容不允许发送。

当记者询问能否发送包含“积分兑
换”字样的群发短信时，该工作人员称，正
规的短信群发平台不允许发这种短信。
不过，经协商，在去掉具体积分数额后，该

短信平台还是发送了积分兑换提醒短信。
而另一家群发短信平台则对记者表

示，他们对用户行为无审核监督义务，用
户因发送信息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由用
户承担。

“网络安全法规定，电子信息发送服务
提供者应当履行安全管理义务，知道其用
户发送的电子信息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停止提供
服务，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
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西南政法大
学仲裁研究院（仲裁学院）教师邱威棋说。

同时，邱威棋说，网络安全法还规定，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
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
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
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C 【如何加强监管？】 》》》

“山寨货”“骗钱”“拖着不给退”……
不少消费者反映，联系这些积分兑换平
台，电话是空号或被挂断，客服为机器人
回复，无人受理退货或受理后不予处理。

记者调查多家被投诉的此类公司的工
商注册信息，发现大部分公司注册于2022
年至2023年，未见经营异常与处罚记录。

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冯先生表示，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后，被告知需要在3日内
提交“被举报产品完整不间断开箱视频及
全方位完整清晰图”。由于冯先生无法提
供该视频，投诉被按证据不足处理。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主任顾伟认为，这些案例中，商家所售
产品与知名商品的外包装在色彩、字体等
设计元素上近似，极易使消费者造成错误
判断，具有迷惑性，涉嫌违反商标法的相
关规定，涉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我们认为此类行为存在多重违法可
能，涉及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
诈骗刑事犯罪。”顾伟表示，检察机关应密

切关注此类现象，对涉及侵犯公共利益的
行为，要及时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监督。

有运营商表示，消费者对短信合法性
存疑时可以进行举报，监测到的号码属于
诈骗电话、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系统会
予以关停。不过，据了解，目前有消费者
曾向运营商提交投诉，但 30 天过去仍未
收到答复。

邱威棋介绍，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
者不履行处置违法信息义务、电子信息发
送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规定
了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
款、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
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
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罚款等相应法律责任。

专家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可与公安机
关、网信部门、运营商等共同建立违法线
索同步机制，通过合作及时分享线索，协
同共治，根除这一乱象。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旅游支教
是“教育”还是“生意”？

旅游支教是一种将旅游和支教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旅游的方式让参与者
深入体验贫困地区的教育情况，并为当
地的学生提供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支持。

小于在浙江读大四，看到社交平台
上旅游支教的宣传后，很有兴趣，便报
名参加。

于女士说：“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就
一直在问他（机构），因为那会儿他们就
开始准备暑假出行的团，一个团就是一
周。我最早的时候有交 99 元钱抵 600
元的活动，我最后交了一个 99 元加上
1400元，应该是6天5晚。这个1499元
是 5 天的酒店费用，餐食都是要自理
的。”

随后，小于算了一笔账，6天5晚的
旅程下来，花销在万元左右。

于女士：当时以为去那儿我的一整
天都会花在支教上，但不是。我当时去
是早上在支教，下午就自由活动了。我
最后算了下应该是有 10000 元左右，因
为机票就要4000多元。

记者：那其实算下来成本也挺高
的。

于女士：挺高的，不是说你花个一
两千就能去一趟的。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跟
旅游支教有关的帖子条目众多，各类组
织发布的招募广告层出不穷，他们大多
会通过添加聊天软件的方式将线上询
问者引流到线下。记者29日通过上述
方式联系到某经营旅游支教的专业机
构，工作人员称旅游支教虽然是收费项
目，但是前期的培训以及对参与者的年
龄都有一定的要求，培训结束会给参与
者颁发证书。

工作人员说：“在海南、云南，还有
四川大凉山这三个地方，参加的孩子都
是12周岁以上，教的内容主要还是面向
小学生，不会特别难，但其实要上好一
堂课还有做老师的一些技巧都会培
训。费用的话，7天6晚10000元出头，
因为很多孩子比较注重背景提升，孩子

参加完这个项目之后，我们会提供三张
证书，其中有一个就是民政部颁发的

‘公益40小时’，在申请国内高校强基计
划里是可以用的，国外学校就更加注重
背景提升这一块，能够在文书上加分
的，都是随时可查的。”

机构承诺的证书是否具有相应资
质？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龙俊表
示，文旅公司的承诺是一种宣传手段，具
体还是要根据申请的目标院校决定。

从好的方面讲，旅游支教是一种公
益活动，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一种富有意
义的旅行体验，可以拓宽视野、增强社
会责任感和自我认同感。同济大学教
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表示，有些
旅游支教的参与者并不是真心为了去
当地支教，而是将支教作为旅游打卡，
作为工作简历的“镀金”，或者为了获取
商业利益，这种“伪公益”的行为达不到
真正帮助教育的目的。

旅游支教往往涉及不同地域、文
化、教育背景的参与者，他们的介入可
能会对当地文化和教育产生冲击。樊
秀娣进一步表示，由于旅游支教的参与
者来自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短
暂的支教过程中不仅不能给当地孩子
带去有效的引导和教育，甚至可能给孩
子们带来新的困惑和误导。

龙俊表示，有些旅游支教组织者和
参与者为了吸引眼球，会在网络平台上
炒作和宣传自己的活动，甚至发布虚假
信息和夸大其词的描述，来增加曝光度
和影响力。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公益
事业的基本原则，也容易引起社会质疑
和反感。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旅游支教还是
要更多回归其公益属性。

樊秀娣说：“开展支教活动，目的、
实施的方案以及最终产生的效果是要
充分地考虑和评估。旅游和公益不是
绝对矛盾的，完全可以结合，那就需要
你认认真真地作为一项工作踏踏实实
去做。” 据央广网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来，随着旅
游市场需求的不断走高，催生出更多以旅游为基础的附加活动，比
如以“支教”为由头的旅游团、国际义工等项目在互联网上备受追
捧。不少机构放出的宣传文案提到，参与“支教”活动后会获得相
关的资质证书，甚至可以给想要留学的孩子带来帮助。

其实归根到底，这些活动的初衷是“公益旅游”，主张旅行者在
旅行途中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原本是一件“边旅游边做公益”的好
事，却因商业化味道过重而逐渐变了味道，有机构更是以盈利为目
的将其做成一门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