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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3000平方米，

可分租，水电齐全，沧州市南10公里，
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近期，长春市教育局通报多
起在校教师有偿补课事件，引起
广泛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再禁止在
校教师有偿补课，但部分培训机
构和在校教师仍顶风而上，有的
教师补一假期课的违规收入“够
买一辆轿车了”。

违规有偿补课
“花样百出”

长春市教育局近期通报了
7名有偿补课的在职教师，涵盖
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包括吉
林大学附属中学、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
均在校外培训机构上课，被查处
后受到警告、记过、降级、扣薪等
处罚。

“死看死守半个多月，查空了
一半的辅导班。”专班负责人周立
刚介绍，在长春火炬大厦、瀚森综
合大厦、汇华大厦、梅隆大厦等重
点区域进行了集中检查。

工作专班在调查一家培训
机构时，遭遇多名家长拦门。执
法人员进入班级后，发现上课的
女教师对黑板上的知识并不了
解，而在教室最后一排，坐着一
名自称“旁听家长”的人。在要求
对其拍照取证时，该“家长”几次
试图逃跑。反复询问后发现，他
是长春市某附属学校教师，在高
二模拟考试前，“走穴”讲课，一
节课2000元。

被查出后，该教师受到行政
记过、三年内不得晋升职称、取
消年终奖、调离班主任岗位等处
罚。

不少补课地点深藏民居，取
证困难。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暗访
地下补课班来到长春明珠小区
时发现，补课机构都不挂招牌，
卷帘门低垂，摄像头密布。学生
进入后大门紧闭，工作人员一再
敲门也无人应答。执法人员要长
时间蹲守，或者假扮成家长才能
进入相关区域。

家长谎称“无偿补课”也是
专班在检查中遭遇的新难题。让
检查人员无奈的是，一些家长非
但不配合检查，还谎称教师补课
是无偿行为，也不配合提供收费
证据，学生对此也是三缄其口，
取证难度较大。

家长组织教师补课
有教师一小时赚2500元

记者调查发现，有偿补课的
背后，一方面是家长“望子成龙”
的迫切需求，一些培训机构针对
家长心理进行“名师炒作”；另一
方面是校外补课收入高于在校
薪酬，一些教师顶风而上。

在长春市一所重点高中，记
者随机采访了一个理科班，其中
四分之一的学生在校外补课。

长春市发布的 2019年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结果年度报告
显示，高二阶段有五成以上的学
生每周参加1个至5个课外班。

一位高中物理教师认为，学
生到外面补课有很多原因，并不

完全是由于老师课内不讲。有一
部分确实是因为课上没听懂，需
要课后补；有一部分学生是觉得
课上“吃不饱”，也去课外补。“班
上不管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
几乎都在外边上培训班。”

据了解，在长春等地的“补
课市场”上，一对一辅导高中生，
非在职教师一般为每小时 200
元，在职教师可以达到每小时
700元至1000元。

一位长期组织在校教师补
课的家长给记者算了笔账：组织
一个补课班，初中教师一小时收
入约有 1500 元，高中教师有的
超过 2500元。每逢寒暑假，许多
学生每天的课程多达 6节，有的
教师一个假期收入10万元到20
万元，“够买一辆轿车了”。

尽管价高，但一些家长还是
主动组织在校教师补课。这位家
长道出了普遍心态：“找任课老师
补课，一方面他们了解学生情况，
能够更紧密结合课程；另一方面
也相当于变相给老师红包，让老
师在学校能对孩子多些关照。”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违规
补课的教师认为，“义务教育辛
辛苦苦，校外补课发财致富”“校
外补课也是劳动所得、凭知识赚
钱”“补课被抓是倒霉，不去补课
是无能”……

紧盯培训机构
加强师德建设

在近期专项治理中，长春市

教育局规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
办学行为，严禁其聘用在职教
师，一经查出一律吊销办学许可
证，并公布了一批培训机构“白
名单”。

据了解，长春市教育局还将
进一步规范培训机构的办学行
为，使其不得再以在校教师为卖
点，不得为有偿补课提供平台。

教育专家建议，为防止有偿
补课现象回潮，教育主管部门应
进一步加大对培训机构办学行
为的规范力度，推进治理常态
化、规范化。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林丹认为，“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教育主管部门应研究建立
师德修养评价标准，创新和完善
师德培养长效机制，建立教师职
前、入职、职内的师德教育一体
化体系，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职
业观念。

长春二实验中学校长李国
荣说，学校既要与教师签署“师
德承诺书”，发现教师有偿补课
的苗头及时纠正，也要监督教师
的教学质量，经常听课评课，加
强教学测评，发现教师有课上不
讲的情况及时谈话，并把教师的
绩效工资向教学一线倾斜，激励
教师的教学热情。

“扭转家长错误的补课观念
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长春市教
育局副局长董妍认为，学生补课
前应该先给家长“补课”，让家长
改变盲从心态，培养正确的教育
观。

据新华社

有的老师补一假期课“够买一辆轿车了”
——教师有偿补课该咋治理？

前不久，家住南京的吴先生
遇到一件烦心事。他在南京鼓楼
区一超市门口遇到穿着某通信
公司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其表
示可以用手机积分免费兑换礼
品。

该人员告诉吴先生，关注微
信公众号后就可以领取礼品，并
接过吴先生的手机操作起来，还
给他的微信好友们转发了广告
短信：“麻烦帮我关注一下，还差
15 个关注就完成了……”等吴
先生阻止时，他的手机已经被用
来发了数十条“广告”。

无独有偶，来自河南濮阳的
罗阿姨在公园闲逛时，也遇到一
位热情的工作人员，说可以给她
兑换积分，并用罗阿姨的手机将
一些广告群发给她的微信好友
后随即删除。直到多位好友打来
电话问罗阿姨手机是不是中毒
了，罗阿姨才发现“中招”。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此类积
分兑换业务背后暗藏猫儿腻。

手机被陌生人操
作转发微信朋友群

记者根据吴先生提供的广
告信息调查发现，他关注的是一
个名为“南 0京本地通”的微信
公众号，注册时间是2020年6月
28 日，账号主体是一家来自四
川成都金堂县的百货店。该微信
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并不是南京
本地资讯，而是连载《最佳女婿》

《爱过才懂情浓》的这类小说。
日前，记者来到吴先生所述

南京鼓楼区的这家超市进行暗
访时看到，超市门前摊点上有两
张桌子，上面摆放着水杯、数据
线、本子、玩具、食用油等物品，
旁边立着一块“积分兑换礼品”
的牌子……

工作人员不断招揽着进出
超市的顾客，让用户扫描桌上二
维码发送短信查询积分情况。如
果积分多，他们就会向用户介绍
可以兑换的礼品。用户选定礼品
后，再由他们操作兑换。

乍一看没有问题，可里面却
大有乾坤。

登陆他们的积分兑换后台
记者发现，有 530 分、1050 分、
1580 分、2100 分、3150 分、5250
分共5个不同的兑换级别。

如果用户有 1730 积分，他
们会操作兑换 1580 积分，后台
到账收入显示13.166元，而用户
实际拿到的礼品是一个水杯和
一根数据线，加起来成本不超过
4元。

积分越多，收入越多。5250
积分的到账收入达 43.75元，用
户可以兑换到的一般是价值 10
元左右的食用油、小风扇、小音
响等礼品。一天时间内后台显示
积分兑换收入达503.72元。

用低廉礼品向用户兑换积
分，再拿用户积分跟商家兑换，
赚取其中差价，成了他们的“买
卖”。

上述通信公司的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对于积分兑换业
务，顾客可以选择在网上或者营
业厅进行，目前没有对外承包积
分兑换的业务，但也不排除部分
小营业厅会有这样的业务承包。

积分兑换背后的
灰色利益链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灰色利
益链潜伏在积分兑换之下。“积
分兑换我们都不爱做，不赚钱。”
这个摊点的负责人刘强（化名）
透露。

实际上，如果用户表示手机
上的积分不足，他们就让用户通
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并群发给微
信好友，这样才能领取礼品。

顾客点开“南 0 京本地通”
的微信公众号发来的链接，内容
是打着色情擦边球的低俗连载
小说。免费看完前七章还想往下
看就要关注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关注后可以再免费看十章，之后
的每章需收取 40书币。记者在
付 费 界 面 看 到 ，50 元 可 购 买
5000书币+3000书券，100章节
的小说约 82章节需收费，完整
看完需3280书币，约33元。

记者了解到，南京市区此类
摊点众多，他们内部有着完善的
商业流程。吴先生所述摊点属于
一家成立于 2017年的南京某文
化传媒公司，他们在南京栖霞
区、鼓楼区有近 10个摊位，所做
的大多都是微信公众号群发、辅
助和积分兑换。在全国各城市都
有类似公司，彼此之间互相交换
业务。

兼职大学生被骗

南京的这些摊点在网上招
募了不少兼职大学生。

“室内协助，一天 100元，工
作轻松不累。”看到“优选兼职
qq群”里的招聘兼职信息，南京

某高校大三学生朱同学想赚点
零用钱，就报了名。

“我每次转发前，都告诉他
们需要群发给微信好友，他们同
意后，我才操作。但没想到这个
公众号根本就不是发布南京资
讯的！感觉自己被骗了，也忽悠
了其他人。”朱同学气愤地说。

记者在“优选兼职 qq群”里
看到群人数达 367人，而这样的
兼职群，朱同学加入了近10个。

“说好的提成和补贴，最后
加起来一天还不到 20元。如果
不是做满 3天才退押金，我第一
天就不做了。”来报名的钱同学
说。

据钱同学介绍，这些摊点多
设在居民区密集、人流量大的超
市门口或者菜市场里。在超市门
口，就会多做积分兑换和保洁产
品的推广，顺带让大家关注微信
公众号；如果是在菜市场里，直
接扫码送礼品是他们的惯用套
路。

江苏诺法律师事务所樊国
民律师表示，如今各类骗局层出
不穷，令老百姓尤其是老年人防
不胜防。参加积分兑换活动的，
应通过营业厅或者公司官网等
正规渠道。发现不法活动，应第
一时间报警，避免给更多不明真
相的用户造成损失。

樊国民说，涉案单位和个
人，除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行
政责任外，情节严重的，或将承
担刑事责任。 《中国青年报》

低廉礼品兑换用户积分 拿用户积分跟商家兑换赚差价

“绑架”你的微信，积分兑换藏猫儿腻
积分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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