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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8月10日在京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违法犯罪成效情况。公安部网安局政委孙
劲峰介绍，针对“AI换脸”导致群众被欺诈
的问题，公安机关发起专项会战，侦破相关
案件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和2022
年，公安机关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件
数同比均上升。从全国案件来看，犯罪分子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法复杂多样，如
假冒电商客服骗取信息、利用黑客技术盗取
信息、行业内部人员泄露信息、手机App非
法采集信息等。其犯罪链条也环环相扣，窃
取、倒卖、推广、洗钱、加工等分工明确。

据了解，2020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每年组织“净网”专项行动，依法重拳打
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累计侦破
案件3.6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万名，查获
手机黑卡3000余万张、网络黑号3亿余个。

针对快递信息泄露引发电信诈骗的问
题，公安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邮政局联
合开展为期6个月的邮政快递领域个人信
息泄露治理专项行动，其间共侦破窃取、贩
卖快递信息案件20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44名，其中快递公司内部人员240名。

新华社记者 熊丰（新华社电）

公安机关侦破“AI换脸”
相关案件7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新华社酒泉8月10日电（李国利 张

艳）8月10日12时03分，谷神星一号遥七
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升空，将搭载的西光壹号01星等7颗
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这次任务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
箭第7次飞行。

谷神星一号遥七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眼下正值暑假，夏令营市场火
爆。不少家长为让孩子亲近自然、增
长见识、增进交流，积极报名参加各
种主题夏令营。动辄数千上万元的
夏令营产品不愁销路，有的甚至“上
线即秒光”。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夏令

营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既丰富了学生
的暑期生活，也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
平台。但与此同时，一些夏令营被消
费者吐槽为“排队营”“坑娃营”，消费
体验不佳，市场亟待规范。

参加体验如开盲盒，隐
形消费套路满满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夏令营活动
虽“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体验却如同
开盲盒，与商家承诺的服务相距甚远。

高一学生小窦花费1000余元参
加了学校组织的军事夏令营，却并未
领略到之前向往的紧张、活泼的军旅
生活，5天里多数时间都在排队。整
个夏令营共有100多名学生，组织者
统筹能力不高，时间安排和项目衔接
屡屡“掉链子”。
“50多名女生挤在3个宿舍，每天

洗澡都要排队一小时以上。”小窦说，
集体外出参观纪念馆时更是扎堆，且
全程没有任何专业人员讲解，大都在
排队、拍照。

家长乐先生为孩子选了7天6晚、
价格3080元的“少年领袖训练营”。令
他没想到的是，广告宣传称“一天20个
菜”“有牛奶水果供应”，实际行程中吃
的却大多是盒饭，经过家长反复提意
见，直到第4天孩子才喝上牛奶。

此外，销售时宣传的各类精彩课
程也不见踪影，每天的活动基本就是
操练。乐先生很后悔：“从视频看，现
场秩序很混乱。孩子啥也没学到，还
病了两周。”

不少家长反映夏令营的食品和生
活卫生状况堪忧。有的孩子在餐食里
发现头发、虫子、塑料等，有的孩子感
染了“红眼病”。

记者注意到，目前市面上流行的
高校研学夏令营有不少被“注水”。5
天行程里真正与高校有关的仅有半天
或几小时，且常常进不了校园。

高一学生木木刚刚参加了学校组
织的研学夏令营。令他失望的是，梦
想参观的北京大学、颐和园等都没看
到。木木说：“烈日下站了2个小时，
连颐和园的门都没进，机构和学校也

没给任何解释。原本安排的5个主要
目的地也被临时取消。”

在关于夏令营的投诉里，隐形消
费名目繁多也是重点。一些家长反
映，有些机构往往先用便宜价格吸引
订单，在活动过程中以“给孩子买零
食”“抓拍精彩照片”等名目增加收费。

乐先生孩子所在夏令营便是如
此。机构在活动后期忽然提出，付费
可享受拍摄写真服务，价格分为799
元至1999元不同档次。乐先生等家
长对此不满：“入营时没有说，快结束
了才提，感觉套路满满。”

揭秘内部运营“潜规则”
业内人士反映，随着夏令营市场

火爆，越来越多机构想从中快速分一
杯羹，宣传“注水”收取高额团费，在
服务中又设法压低开支，以赚取最大
利润。

与一般暑期旅游团相比，夏令营
主打针对学生群体的教育和组织资源
优势。但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机构编
造师资教育背景、抄袭精美食宿图片，
“谁会查得那么细？先把订单搞到手
再说”。

暑期兼职夏令营老师的小艺
说，自己兼职的机构，实际开展课程
与广告手册展示完全不同，重宣传、
轻服务。

小艺应聘的是生活老师岗位，主
要职责是照看孩子，却被机构要求紧
盯拍照。“从孩子早上6点多起床到晚
上10点半睡觉，吃饭、训练、跑步、睡
觉都要拍。都是在做表面工作。”开营
仪式时，为拍宣传视频，让学生保持军
姿在太阳地里站了近1小时，导致学
生中暑生病。

记者还发现，有的夏令营层层
转包经营，不顾学生体验和安全一
味压低开支，生活用品不经清洁处
理反复使用。

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关爱留守儿童
的公益组织负责人小兰，原本想组织
一个留守儿童夏令营。与当地旅行社
深入接触了解到，旅行社只负责在省
内组团，之后转包给北京另一家旅行
社，并不对孩子在北京行程的安全负
责。为学生安全考虑，小兰只好作罢。

记者了解发现，层层转包是夏令
营市场较为常见的情况。负责任的机
构会在转包时核查地接机构资质、经
验等，参与后续行程；但也有不少机构
为赚快钱，压低开支，随意在网上找个

地接就把孩子交出去。
为尽可能省钱、省事，一些商家花

招百出。小艺反映，她所在的机构会
反复使用学生宿舍床上用品，“第一期
的学生用了结营后，第二期的学生接
着用，都不晾晒一下”。

应提高准入门槛加强监
管力度

夏令营乱象引发业内人士担忧。
吉林省东北亚铁路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薛炳忱说，不规范的企业行
为使夏令营市场整体形象受损。

专家们认为，夏令营是一种特殊
的旅游产品，事关青少年的身心安全，
必须有更高的准入门槛、更强的监管
力度。
“当前夏令营市场门槛较低，只要

有场地、教师、客户资源，谁都能办。”薛
炳忱说，教育系统组织的夏令营由教育
部门监管，旅行社组织游学夏令营由文
化旅游部门监管，还有大量户外拓展、
各种协会及其他商业机构开办的夏令
营，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存在执法监
管的模糊地带，责任主体并不明晰。

相关情况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重
视，一些地方已在开展暑期夏令营市
场专项检查。如广西梧州、陕西咸阳
着重对游学夏令营进行集中执法检
查，核准机构资质，了解收费标准、合
同内容，细查安全责任等。广东广州、
四川眉山则专门针对夏令营市场“舌
尖上的安全”，开展了专项检查、联合
检查、监督抽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认为，必须加大专项检查和处罚力度，
严肃查处虚假宣传、校企利益输送等
违法违规问题，排除安全隐患与规范
市场秩序。他建议引入黑名单制度，
提高不良机构的违法违规成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认为，需要尽快健全行业标准，细化
监管责任，提高准入门槛。注重所涉
部门的协同发力，加强对夏令营市场
经营者的资质、价格、服务、安全等全
方位监管，促进市场规范有序成长。

专家们提醒，家长在为孩子挑选
夏令营产品时，要对机构资质、师资背
景等加强甄别。在签订合同前，仔细
询问有关责任条款，问清食宿安排、保
险理赔等情况，增强维权意识。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周畅

李双溪 潘峰

（新华社合肥8月10日电）

夏令营市场火爆 但一些夏令营被消费者吐槽消费体验不佳

不要让夏令营成为“坑娃营”

8月10日，演员在甘南藏族

自治州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

表演节目。

当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举行庆祝成立70周年大会。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当周

草原上，群众身着盛装，举行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庆祝成立70周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记者熊
丰）在公安部1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安部网安局政委孙劲峰介绍，从目前公
安机关侦破的案件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犯罪主要有信息获取、信息倒卖、下游犯
罪等三大环节。

在信息获取环节，犯罪分子通过黑客
技术、行业内部人员、App非法采集、骗取
或收买等方式，非法获取互联网上即时通
讯、电子邮箱等应用软件传输的个人信息，
政务、商务、社交等网络平台存储的个人信
息，行业内部信息系统搜集的个人信息和
公民持有的个人信息。

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接下来会
流转到信息买卖中间商手中，这就是信息
倒卖环节。他们有的打着行业信息交流的
旗号组建即时通讯群组，自称为“查档”中
介，根据客户需求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有的
在互联网上搭建售号平台，倒卖微信、
QQ、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各类网络账号，
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

非法获取的信息最终用途，在下游犯
罪环节。一方面是为网络水军、网络洗钱
等犯罪活动提供银行卡、虚拟身份等物料
支撑；另一方面是为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
索等提供精准靶心。

公安部提示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主要有三大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