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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
央网信办近日发布通知指出，按
照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计划，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两个
月的“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
象”专项行动，聚焦社交、短视频、
网络直播等类型重点平台，针对

“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

规营利等突出问题，坚决打击，从
严处置，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通知指出，专项行动主要任
务包括：坚决打击“自媒体”发布
传播谣言信息、有害信息和虚假
消息；坚决取缔假冒仿冒官方机
构、新闻媒体和特定人员的“自媒
体”；全面整治“自媒体”违规营利

行为。
其中，打击“自媒体”炮制有

害信息，重点是搭蹭公共政策、宏
观经济形势、重大灾难事故、社会
热点事件等，断章取义歪曲解读、
颠倒是非抹黑攻击、渲染悲情煽
动对立，制造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干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害信息。

从严整治“自媒体”利用弱势
群体进行流量变现，包括哄骗、利
诱老年人摆拍视频、开设直播，骗
取网民点赞、打赏、捐赠等；欺骗、
引诱残障人士，通过卖惨、恶搞、
虐待等违法失德方式博取流
量等。

根据通知，各地网信部门将

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从
严从重处置顶风违规、屡教不改
的“自媒体”；对管理不力、姑息纵
容的网站平台，依法采取限期整
改、罚款、暂停相关功能、关停下
架等处罚，警示“自媒体”和网站
平台做好自我管理。

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

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自媒体”乱象

本报综合消息 据教育部网
站消息，2022年，一些学生家长
在校外培训机构捆绑销售、充值
赠送等促销手段的诱导下，超时
段、超限额支付培训费用，带来

“卷钱跑路”“退费难”风险，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
近7万件，高居服务类第三位；对
此，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督促
指导各地积极化解，切实维护家
长合法权益。为切实减少新学期
消费侵权事件，特提醒广大家长
和学生，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理
性选择培训机构，理性支付培训
费用。

理性选择培训机构。一些校
外培训机构未取得主管部门发放
的行政许可，或以个人名义开展

“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家政”
等违规培训，这类培训既无资格
资质、无质量保证，又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为方便家长查询，教育
部开通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与服务综合平台，家长可通过“校

外培训家长端”APP，选择具备资
格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

签订规范服务合同。广大学
生家长在缴纳培训费用前，要与
校外培训机构签订由教育部和市
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
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
(2021年修订版)，特别要关注涉
及课程、从业人员、费用的条款，
明确约定退费情形、退费方式，同
时索取正规发票并妥善保管。

理性支付培训费用。请学生
家长在支付培训费用时，不要支
付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
用；非学科类培训一次支付不超
过5000元限额的费用，避免退费
纠纷和“卷钱跑路”风险。同时，
要警惕以“充值赠送”等方式诱导
超时段、超限额收费。要注意缴
费安全，通过全国校外教育培训
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完成培训缴
费，切勿通过转账或现金等方式
将培训费用支付给除预收费资金
监管账户以外的任何账户。

警惕机构虚假宣传。一些培
训机构为获得最大客源、获取最
大利益，刻意夸大宣传培训效果、
培训成绩、从业人员力量。建议
家长和学生“三思而后行”，实地
考察培训机构的办学场所、从业
人员力量、经营情况、设施设备等
情况后，再做决定。

2023年，教育部、中国消费
者协会将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外
培训“平安消费”专项行动，进一
步规范培训收费行为、强化校外
培训预收费资金监管、加快校外
培训消费纠纷化解、加强消费教
育指导、严肃查处学科类“隐形变
异”培训，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合
法权益。同时，请广大学生家长

“擦亮眼睛”，提高消费权利意识、
消费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违
规培训，对违规培训进行监督举
报，共同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
校外培训消费环境。

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近7万件
教育部和中消协发布提示：

校外培训有风险 报班需谨慎

我国成功发射
荷鲁斯2号遥感卫星

3月13日12时02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
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荷鲁斯2
号遥感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第466次飞行。

新华社发

截至2022年底

我国累计召回汽车9578.7万辆
本报综合消息 据市场监

管总局消息，截至2022年底，我
国已累计召回汽车9578.7万
辆、消费品9023.8万件。

2022年，我国共实施汽车
召回204次，涉及车辆448.8万
辆。电子电器和传动系统是主
要缺陷产生部件。2022年共实
施新能源汽车召回47次，涉及
车 辆 121.2万 辆 。远 程 升 级
(OTA)逐渐成为车辆安全改进
的重要方式，2022年实施OTA
召回17次，涉及车辆88.7万辆。

2022年，我国共实施消费
品召回690次，涉及产品996.6
万件，缺陷调查仍是推动消费
品企业实施召回的主要方式；
召回产品主要集中在家用日用

品、电子电器、儿童用品及食品
相关产品；标准符合性问题是
主要原因。

2022年，市场监管总局与
生态环境部密切合作，推动机
动车排放召回工作步入正轨。
收集排放危害相关线索1662
条，督促生产者实施排放召回
11次，涉及车辆4634辆。截至
2022年底，我国实施排放召回
车辆已达146.3万辆。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
推动相关行业整体质量水平改
进和提升。针对企业内部质量
安全管理问题，提升缺陷分析
和识别能力，加强产品安全测
试，促进汽车、消费品产业链质
量升级。

为在南极开展下一代通信技术研究和实验验证奠定基础

我国太赫兹探测设备
南极首次成功运行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13日
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
悉，在中国第39次南极科学考
察期间，由该台牵头完成了南
极内陆太赫兹天文试观测和通
信收发等实验。这是中国自主
研制的太赫兹探测设备首次在
南极内陆极端环境下成功
运行。

据科研人员介绍，中国南
极昆仑站所在的冰穹A是地面
太赫兹天文观测的优良台址，
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考察
地。参加此次南极内陆科考的
紫金山天文台科研人员携带一
套中国自主研发的南极太赫兹
探测实验系统，其中包括太赫
兹超导接收机、太赫兹信号源

和小型高精度天线等自主研制
的核心设备。

科研人员分别在昆仑站和
泰山站开展了太赫兹天文试观
测和通信收发演示实验，首次
实现中国自主研制太赫兹探测
设备在南极内陆极端环境下的
成功运行，并精确测定冰穹A
地区0.5THz观测窗口大气透
过率，进一步完善了前期太赫
兹天文台址测量结果，对未来
南极内陆太赫兹天文观测具有
指导意义。本次实验还首次实
现 南 极 内 陆 地 区 公 里 级
0.5THz频段太赫兹信号收发
实验，为今后在南极深入开展
下一代通信技术研究和实验验
证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