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蒋晓兰 版式 杨维娜 校对 高彩丽2025年1月15日 星期三时事 揽九州· 本版电话：8663207210

新华社昆明 1月 14 日
电（记者 岳冉冉）中小学寒
假来临，为保障孩子们的运
动时间，各地各校的体育作
业应运而生。

有的学校建议学生每天
上下午各做一次广播体操，
并根据不同学段，设置体育
项目清单；有的学校则将八
段锦、五禽戏、武术操等中国
传统体育项目布置为作业；
还有的将“体育＋”融入到其
他学科作业中，包括做家务、
跳广场舞、大年初一登高祈
福等。

从强健体格到塑造人
格，从每天一节体育课到假
期留一份体育作业，体育在
孩子成长中的多元价值越来
越得到各方认同。

从本质上看，体育作业
是一种善意的强制。它以作
业为杠杆，督促孩子在假期
中增强体质、磨炼意志，培养
运动兴趣，养成锻炼习惯。与
此同时，孩子们每天至少进
行一小时户外锻炼，不仅能
预防近视的发生发展，还能
矫正不良体态；而家长在陪
跑或陪练中也可以一起健
身，营造家庭体育氛围，拉近
亲子关系。长此以往，对孩子
身心成长大有裨益。

寒假体育作业应以培养
孩子的良好锻炼习惯为目

的。如何让他们从被动“打
卡”变成主动健身，需要学校
精心设计。

相较纸面上看得到、批
得着的作业，体育作业的完
成需要学生的自觉、家长的
监督，这就要求体育作业更
加灵活、更能吸引人，“一刀
切”式的布置并不可取，多元
化、“体育＋”的选择应成趋
势。

除了必要的锻炼外，学
校还可以让学生观看亚冬会
赛事，了解冬季运动项目，感
受冰雪健儿在赛场上的拼搏
精神，或让孩子积极尝试不
同的锻炼方式、运动项目，观
看体育类影片，写观后感，让
这个寒假拥有更丰富的体育
体验、体育元素。

如果说假期生活是五光
十色的图画，体育锻炼定是
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
培养孩子的体育爱好，帮助
他们掌握运动技能，离不开
每天锻炼。与此同时，寒假天
冷，运动要坚持循序渐进的
原则，做好准备活动及运动
后的放松保暖，避免运动损
伤，确保安全第一。

这个寒假，不妨让体育
作业带来更多欢笑，让孩子
们多在户外撒欢儿，舒展身
体、收获健康。这或许是送给
孩子们最好的成长礼物。

寒假来了，
什么样的体育作业更受欢迎？

新华社上海1月14日电
（记者 许东远）上海市多部
门日前印发《上海市体育健
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
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将于
今年3月1日起施行。该办
法提出对行业预付式消费经
营活动的监管举措，首次设
立体育健身行业预收资金限
额、限期、限次标准。

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同一消费者一
次性收取或者变相收取金额
超过5000元、时长超过 24
个月的会籍类预付款；金额
超过20000元、次数超过60
次的课时类预付款；金额超
过5000元的储值类等预付
款。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收
取各类预付凭证预付款总计
不得超过20000元。经营者
与消费者续约后，收取同一
消费者的预收资金余额，以
及所对应的服务期限、次数
不得超过前款规定。

上海市体育局规划产业
（法规）处副处长俞剑表示，
推动“三限”规定落地，是为
了促使经营者合理设定预收
资金规模，加强经营风险控

制，避免盲目扩张和过度竞
争，从“销售导向”回归“服务
优先”。长远来看，经过文件
试行，“三限”标准还可以根
据行业实际情况适时调整。

实施办法还要求通过经
营公示和书面告知，重点突
出消费者易忽略、事后易产
生投诉纠纷的内容，向消费
者提示预付款风险。

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秘
书长孙崇介绍：“经营信息公
示中，根据行业特点，强调了
公示经营场所的租赁期限，
以免经营者发行超出租赁期
限的会籍卡，并公示收费标
准，推动行业实行明码标
价。同时实施办法细化列举
了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内容，确保消费者知晓并
认可。”

该办法还强调，经营者
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
同，并与《上海市体育发展条
例》规定的书面告知要求相
衔接，明确订立载明书面告
知内容的合同示范文本，视
为履行书面告知义务，进一
步推广合同示范文本的使
用。

限额、限期、限次
上海出台新规监管健身预付卡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记
者 鲁畅）近日，一演员被拐骗事
件引发关注，敲响反诈警钟。记者
日前采访发现，随着年关将近，诈
骗分子也企图开展年终“收割”，利
用群众出行、购物、交友等各类机
会精心设计骗局，值得警惕。

“旧瓶装新酒”
网络诈骗套路频出

临近春节，诈骗犯罪易发多
发。记者梳理发现，一些网络骗术
通过“旧瓶装新酒”不断升级。

——机票“退改签”＋“共享屏
幕”。

近期，罗先生接到电话称他预
订的航班取消了，对方表示，可帮
助办理改签并支付航班延误赔偿
金，但需要他下载相关软件，按提
示操作。这一新型“退改签”骗局
中，骗子诱导当事人下载“云服务”
App会议软件，实现屏幕共享，期
间打开银行App、付款码。一番操
作下来，罗先生银行卡内的3万多
元余额被转走。

记者了解到，“共享屏幕”已成
为诈骗分子新手段，一旦开启此功
能，屏幕上显示的银行卡号、密码，
以及短信验证码等内容都会同步
让对方看到。

——假冒政府App＋“薅羊
毛”。

不久前，北京市民徐先生通过
朋友发来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卫
健委”App，里面还提供政府工作
人员的微信。徐先生添加所谓“卫
健委领导”微信后，进入“补贴群”，
群里发布“血糖仪补贴”等项目，每
天可领取几元钱的补贴，一个月群
内会员就达到了400人。

当会员领取了几十元补贴后，
群内又发布一个超长期特别国债
项目，声称“最少可投资3000元，
每日利息45元；最多可投资5万
元，每日利息高达1550元”。北京
通州警方调查发现，这款App后
台地址在境外，是一款涉诈App，
该案诈骗项目涉案金额约50万
元。

——盗取语音＋好友借钱。
近年来，群众对微信好友“借

钱”越来越谨慎，但骗子却设法盗
取语音信息，增大骗局迷惑性。北
京警方披露的一起案件中，孙女
士沉迷某款手游，骗子以“帮你充
值游戏点券”为名和她语音聊天，
并诱使她提供微信账号、密码。

其间，骗子故意询问孙女士是

否为该游戏昵称本人，轻松得到语
音回复“是我是我”。随后，孙女士
的微信好友便接连收到“孙女士”
向他们借钱的消息，听到“是我是
我”的语音回复后，4个好友相信
并转账。

——伪装短信＋“安全控件”。
年底，不少商家推出积分清零

活动，骗子也瞅准“契机”。杨某收
到“积分兑换空气炸锅”的提醒短
信后，看到短信中的网址与真实网
址相似，没多怀疑就用手机打开链
接，进入“掌上营业厅”页面填写了
姓名、身份证号、信用卡卡号、交易
密码。

值得注意的是，骗子还会引导
当事人进入“全国银联信用卡提额
专用”页面，下载的所谓安全控件
实际上是木马程序。杨某提交信息
后没多久就发现，自己的信用卡被
盗刷近8000元。

“摇身一变”
冒充特定身份“设套”

记者注意到，一些诈骗分子还
绞尽脑汁伪装身份，达到精准施骗
的目的。

——冒充租客“杀猪盘”。
近日，有骗子通过网络平台找

到当事人史某，称要长期租一套用
于出差住宿的房子。双方达成租赁
合同，商定押金 5500 元，定金
1000元，每月租金5500元。骗子
自称是某科技公司程序员，和房东
聊得甚是投机，还讨论金融投资等
话题，说自己通过AI算法可以预
判股市走向。

信以为真的史某主动在对方
推荐的网站上申请账号，陆续投入
60万元，直到发现平台无法登录
才意识到被骗。

——以上门维修为由偷装
VOIP设备。

有不法人员冒充联通、移动、
歌华有线工作人员，上门以维修、
网络提速等理由安装VOIP设备。
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反诈民警告诉
记者，境外诈骗分子进行远程拨
号，经过VOIP设备转换，被害人
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就是国内的固
话号码，大大降低了被害人的防范
心理。

在北京朝阳警方2024年破获
的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在网上应聘
安装设备的工作后，“老板”与其联
系后派发了假冒宽带公司客服的
工牌，快递VOIP设备，并告知安
装地点。一个月内，该人员共安装

设备数十台，获利近万元。
——冒充快递员实施“刷单”

诈骗。
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断

加大，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盯
上了黄金、现金转移。近日，刘女
士被假冒的“顺丰快递员”添加好
友，并被拉入一个微信群，群内展
示各类礼品图片，由刘女士自行
挑选。在挑选的礼品送达后，对方
便诱导其下载自制的刷单App。
App中，客服发布包括为淘宝商
家点赞、关注等在内的任务，并声
称刘女士完成任务后可通过微信
红包获得返利。

当刘女士申请提现时，对方以
需要支付“救援金”为由，诱使刘女
士通过网约车向指定位置运送
88000元现金，所幸刘女士的行为
及时被警方拦截。

增强警惕意识
防患于未然

据了解，2024年以来，北京市
公安局刑侦总队紧盯高损电诈案
件及新型诈骗手段，全年电诈破
案、刑拘数同比分别上升26.9％、
36.8％；将打击涉诈黑灰产业链作
为主攻方向，创新建立多部门综合
联动打击治理机制，成功打掉取现
团伙 8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500余名，实现涉诈线下大额交易
逐步清零，2024年全年累计返还
被骗群众资金7.4亿余元。

多位反诈民警表示，反诈不是
“遭遇战”，而是“持久战”；要增强
警惕意识，提防各类新型诈骗手
法。

首先，对于陌生好友申请、陌
生短信链接要加强防范甄别，避免
落入陷阱。例如，骗子仿冒运营商
发来的短信中，利用群众对英文字
母“l”和数字“1”的低辨识度，用

“l0086”冒充“10086”。
其次，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

下载陌生App。多地消委会近日
发出节前提醒，来路不明的应用
程序可能包含恶意软件，一旦安
装，可能会窃取银行卡密码、验证
码等个人信息。消费者不要在未
经核实的平台上填写姓名、身份
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等，尤其是
涉及金融相关信息，要格外谨慎。

最后，需要以有效方式强化防
诈措施。受访者表示，可通过开启
手机银行App的“夜间锁”、支付
软件的“夜间保护”功能，减少银行
卡盗刷风险。

年关将至，警惕这些新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