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厉整治之下
有害教育类App为何依然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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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国家
航天局获悉， 玉兔二号巡视器2
月11日20时再次进入月夜休眠模
式， 落月后在月面累计行驶共计
约120米。 嫦娥四号着陆器于同
日19时完成月夜设置， 也开始了
休眠。

国家航天局提供的信息显
示： 第二月昼期间， 嫦娥四号着
陆器和玉兔二号巡视器工作稳

定， 能量平衡， 数据传收正常。
着陆器上配置的低频射电频谱
仪、 搭载的德国月表中子及辐射
剂量探测仪， 巡视器上配置的红
外成像光谱仪、 搭载的瑞典中性
原子探测仪等科学载荷重新开
机， 按计划顺利开展科学探测活
动。 巡视器全景相机对着陆器再
次进行成像， 获得了着陆器彩色
全景图。

玉兔二号再次进入月夜休眠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目前
教育类App运营商的违法成本很
低， 一旦出了问题， 最多就是封
号、 封域名、 封IP地址等， 有的
运营商被封后变换域名或口令很
容易就卷土重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说， 涉黄信息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是长久的， 哪怕有一点点涉
黄， 都必须追究App运营方的责
任， 加大处罚力度。

业内人士表示， 教育App行

业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 转型升
级势在必行， 应回归教育本质，
更加重视内容， 提升产品质量。

专家建议 ， 要实施有效监
管， 在准入阶段， 监管部门应对
App开发商明确资质 、 提高门
槛， 对其产品内容的设计提供指
引； 在运营阶段， 监管平台或部
门要借助切实可行的信息技术手
段实施甄别， 依法依规做好审查
和监督， 一旦发现问题要严格执
法， 定期向社会公布黑白名单，

畅通举报渠道。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

研究员夏学民说， 学校、 家长要
及时了解学生手机等的使用情
况， 对中小学生使用网络终端设
限， 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屏蔽有
害信息， 引导他们合理使用， 避
免伤害。 同时， 公安、 文化、 教
育、 网信、 工信等多部门应联合
执法， 共同为净化青少年网络环
境负责。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近期，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俞书宏教授团队通过 “浸
染自组装”方法，研制出一种制备
速度快、成本低廉的“智能窗纱”
材料， 对室内空气的净化效率最
高可达99.65%， 能在50秒内将空
气中的PM2.5浓度从“严重污染”
净化至“优”。美国《细胞》出版社
旗下学术刊物 《iScience》日前发
表了该研究成果。

大气污染是当前困扰人类社
会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科研人员
提出了静电吸附、 聚合物纤维吸
附等多种方案， 用于收集过滤室
内漂浮的雾霾微粒。 但依据这些方
案制备的“智能窗户”价格昂贵。

中科大俞书宏教授领导的科
研团队通过 “浸染自组装 ” 方
法， 以传统的商业尼龙网纱 （聚
酰胺） 为基底， 成功研制出超大
面积的柔性透明 “智能窗纱” 材
料 。 据介绍 ， 制备约7.5平方米
的 “智能窗纱” 成本仅需约100
元。 这种材料不仅能够和热致变
色染料相结合， 改变室内的光照
强度， 还能作为高效的雾霾收集
器净化室内空气。

同时， 这种 “智能窗纱” 在
净化雾霾之后， 只需在乙醇中浸
泡20分钟， 就可以清洗干净并再
次使用 。 经过上百次的重复循
环， 其净化效率依然保持稳定。

我国学者研制出
可净化室内雾霾的“智能窗纱”

2月12日晚， 济南东动车所
的检修机械师在维护一列复兴号
的车顶设备。

当我们乘坐复兴号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 时速如此
高、 运行如此平稳的它， 跑完一
天的行程， “下班” 后去哪了？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铁路济南局集
团有限公司济南东动车所， 探秘
复兴号的 “夜生活”。

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济南东
动车所， 是目前山东最大的动车
所， 承担着济青高铁、 石济客专
等线路在济南地区始发、 终到动
车组和部分跨线动车组的检修任
务。 不少复兴号 “下班” 后， 都

要在这里接受维护检修。
忙了一天的复兴号 “回家”

后 ， 首先要进行全方位消毒清
洗， 然后工作人员开始对复兴号
的 “身体状况 ” 进行全面 “体
检”： 从踏面诊断和受电弓检测，
到 “ATP” 系统检修， 再到走行
部、 制动设备以及车内设施的检
查和维护 。 保障一列复兴号的
“身体健康”， 通常需要5至7名专
业检修人员同时作业。

随着夜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 复兴号的 “夜生活” 行将结
束 。 经过一夜的保养 ， 复兴号
“精神饱满” 地踏上征程， 将旅
客送往全国各地。 据新华社

复兴号“下班”后去哪儿了？

漫漫画画绘绘制制 毕毕传传国国

教 育 部 去 年 底 发 布
《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
小学校园的通知 》 以来 ，
大量严重违规的App已经
下架。 记者调查发现， 仍
有部分App顶风作案 ， 出
现涉黄信息 ， 有些不良
App换个马甲以公众号 、
小程序的形式链接游戏和
商业广告， 有的学校暗示
家长装App查分数看考卷，
有的还有付费陷阱。

2018年12月，教育部发布《关
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
的通知》，明确要求停止使用含有
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
内容及链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
海、 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
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

目前， 大量严重违规的App
已经下架， 仅苹果应用商店下架
的教育类App超过15000个。

2019年 1月 ， 江苏 、 浙江 、
四川、 云南等地纷纷排查、 清理
各 类 已 进 入 中 小 学 的 教 育 类
App， 动员家长举报， 形成日常
监督机制、 审查备案制度等， 防
止有害App接近青少年。 一些在
线学习App运营商发布了App进
校服务的行业自律倡议。

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 仍有

部分教育类App出现黄色内容 。
一款号称 “中小学生学习好伙
伴” 的App “作业狗” 上， 在其
有社交功能的 “遛一遛 ” 版块
中， 常常可以见到 “全网处cp”
“刷赞送会员” 等信息。 记者在
其 “醉校园” 聊天区， 发现有用
户不断发黄色图片和引诱性文
字， 多次投诉仍然封不住。 记者
发现 ， 其聊天区基本是不设防
的， 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为用户发
布照片和言论 。 有些涉黄内容
2017年就出现了， 运营商一直没
有采取任何屏蔽措施。

还有一部分违规App转战微
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 有的甚至
“山寨 ” 一些知名App， 获取流
量关注， 继续传播游戏和广告。

记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

“作业帮”， 结果出现180多个跟
“作业” 有关的小程序。 其中一
个叫 “作业答案新版 ” 的小程
序， 点开就进入包含了20多款网
络游戏的界面 ； “作业帮小助
手” “作业帮搜题答案” 小程序
首页打开就有广告链接直接进入
某商城； “作业帮在线答题” 页
面有公众号广告链接 。 记者发
现， 这些小程序很多都是个人开
发的， 属于 “山寨” “作业帮”。

教育部门已经明令禁止通过
App公布学校考试分数和排名 。
但有家长告诉记者， 学校暗示家
长可以通过有关App查询孩子的
期末考试分数和排名 ， 登录一
看， 如果需要了解个性化信息如
孩子学业诊断等则需要付费， 其
中还嵌入了培训机构广告。

整治之下又现有害教育类App

经查询，存在黄色信息的App
“作业狗”， 其运营商为深圳万利
达教育电子有限公司。 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显示，该
企业已于2018年6月注销。但其产
品“作业狗”未被封查，也未在软
件市场下架，运营至今。

业内人士表示， 应用商城对
App的上线应该负起监管责任 。
据了解， 苹果公司目前对于违规
App实行 “黑名单制度 ”， 要有
相当多的用户在线投诉， 获得苹
果公司的关注进而被列入黑名
单， 再经过苹果公司审核后才能
禁止运行。 但一些开发企业花钱
刷好评淹没差评， 让应用商城的
监管也很无力。

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
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 适当的社

交软件、 教育软件对学生学习生
活存在一定价值， 这就要求产品
开发企业承担起监管责任， 严格
甄别涉黄有害信息。

业内人士介绍， 近年在线教
育兴起， 大量资本涌入， 但教育
类App的开发准入门槛低， 无需
教育机构资质， 公众号或小程序
的开发者甚至可以是个人。 这些
开发商为了获取更多收益， 会把
端口开放给互联网广告分发平
台， 让其在页面投放广告。

一些游戏开发商深知青少年
是网络游戏的重要消费群体， 在
App中链接游戏， 以学习之名吸
引更多流量到其游戏界面， 进而
得到更多 “变现” 机会和广告开
发价值。

对此， 有微信相关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微信作为公众号、小程
序等的运营平台， 虽然负有一定
的监管职责， 但是审核监管难度
大。公众号、小程序运营商开放端
口给广告分发平台， 微信平台很
难都掌握。 虽然技术上可以实现
屏蔽，但是难度大，有时候也容易
造成“误伤”，所以当前审核主要
还是靠人工抓取， 但面对海量的外
部链接内容，审查很难面面俱到。

对于依然有学校要求通过
App查分查排名， 教育界人士表
示， 这是学校和App运营商切中
了部分家长需要掌握孩子成绩和
排名的 “刚需”。 不少家长表示，
中考、 甚至有些小升初民办学校
招生等都是凭分数择优录取， 家
长需要准确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排
名， 以便 “对症下药”。

开发准入门槛低 缺乏日常监管

加大对违规App的处罚力度 多部门联动加强监管

———走进复兴号的“夜生活”

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
新华社电 记者13日从文化

和旅游部了解到， 2018年国内旅
游市场持续高速增长， 入境旅游
市场稳步进入缓慢回升通道， 出
境旅游市场平稳发展。 2018年，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14972万
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14.7%。

统计数字显示 ， 2018年全
年， 国内旅游人数55.39亿人次，
比上年同期增长10.8%； 入出境

旅游总人数2.91亿人次， 同比增
长 7.8% ； 全 年 实 现 旅 游 总收
入5.97万亿元， 同比增长10.5%。

初步测算， 2018年全国旅游
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综合贡
献为9.94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
值 的 11.04% 。 旅 游 直 接 就 业
2826万人 ， 旅游直接和间接就
业7991万人， 占全国就业总人口
的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