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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已近
2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游戏，近几年来国家举措不
断，尤其是 2021 年发布的规定
对未成年人每天上网玩游戏的
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这也被称
为最严的防沉迷新规。

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未成
年人绕开了防沉迷系统玩游戏。
其中，除了大家已知的冒用家长
的身份证信息或手机账号信息
注册登录外，还有一些成年人账
号已经成为绕过防沉迷交易的

“香饽饽”。

未成年人通过租号
玩游戏

不久前，江苏的张女士发
现，她 9岁的孩子沉迷于手机游
戏，每天大量时间都花在了各种
游戏上，导致学习成绩急剧下
降。张女士查看手机发现，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孩子租用网
络游戏账号花费竟有 2000 余
元。

随后张女士得知，孩子租了
一些游戏账号，来规避防沉迷系
统限制，想玩多长时间就玩多长
时间。

防沉迷系统是指，在登录时
网络游戏要进入的网络游戏防
沉迷实名认证系统。根据国家规
定，从 2021年 9月 1日开始，所
有网络游戏都必须接入国家新
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
验证系统，进行实名认证。如果
被认证是未成年玩家，且在非游
戏时间，系统就会提示“当前无
法进入游戏”。

防沉迷规定要求，所有网络

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
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
时向未成年人提供 1小时网络
游戏服务，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
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
戏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上，
有不少专门提供给未成年人绕
过防沉迷的所谓畅玩服务，张
女士所提到的租号就是其中一
种。

租号是一种租用他人游戏
账号来玩游戏的方式。通过这种
方式，不少未成年人以成人的身
份登录游戏，绕过了防沉迷系
统，再无游戏时间的限制。

虽然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专门
就防治网络沉迷等作出了新的

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
游戏账号租售服务”。

但记者发现，在投诉平台关
于“向未成年人出租游戏账号”
的相关投诉却不少。

这些网络上的游戏租号平
台有手机上的APP、专门的租号
网站，还有电商平台上专门的租

号店铺等。各款游戏账号租用是
按小时、按天计算，价格从一两
角钱到几十元钱不等，号主、玩
家供需两旺，而这些租售商家就
从玩家手中收取手续费。

买号市场
已形成一条龙服务

那么，未成年人是否真的可
以轻而易举通过租号玩游戏？

记者找了一个商家进行体
验调查，发现商家对买家是否成
年提都没提，就直接给记者发了
一个选号链接让先选号。

打开链接，里面是一个名为
“某租号”的网站，记者选了某一
款游戏，点开后，里面是不同等

级的游戏编号，记者随机选了一
个。租用 1 小时，支付了 4 元钱
后，客服就给了一个账号和密
码，记者将其在某游戏的官方
App上输入后，就直接进入到游
戏界面，整个过程都不存在任何
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核实验证。

如果对用密码和账号登录
都还嫌麻烦的话，现在越来越多

的租号商家甚至还开始推销“玩
家无需账号密码即可畅玩游戏
的极品号”，即可通过所谓全网
通用的上号器实现一键上号。

记者发现，除了租号，一些
未成年人还通过买号来绕过防
沉迷系统。

与租号一样，买号市场也已
形成一条龙服务，在众多商家的
服务介绍中甚至直接标明：“卖
家帮买家将游戏账号实名认证
为成人账号，且完成部分平台要
求的首次登录人脸识别，还注明
了‘无防沉迷’。”

在众多游戏买号平台中，其
中仅一家买号网就显示“已安全
成交了 900多万笔交易”，以其
某一天为例，就成交了 3 万多
单，其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让
家长们防不胜防。

在南京警方曾经破获的一
起专门非法向未成年人出租游
戏账号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非
法购买了 5万多条公民个人信
息，这也让警方发现了这类租售
游戏账号背后最大的猫腻。

警方查实，犯罪团伙先是非
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盗取他人
游戏账号，再将游戏账号与买来
的信息进行绑定，并使用配套的
手机和软件制作动态头像，破坏
游戏实名认证程序，之后再将账
号对外租售。

游戏代练公司
利用未成年人接单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游戏
代练公司作为中介却盯上了这
部分孩子，他们以另外一种绕过
防沉迷系统的方式——当代练
为诱饵，利用未成年人接单。

“代练”业内也叫打手或代
打，就是号主玩家花钱找游戏代
练公司，请人来替自己打游戏，
目的是完成游戏任务，如升级、
打装备、刷金币等等。这些游戏
代练公司为了多赚钱，会安排一
些未成年人作为低价打手替他
人代打，从中赚取更多差价。

有的孩子做代练，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绕过防沉迷系统，过一
把无限制的游戏瘾；也有一些孩
子在玩久玩熟了后，干脆把代练
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既能过瘾，又能赚钱，这让
一些未成年人更加沉迷于游戏
当中。

小秦就是一位未成年人代
练，他主要接的是某手机游戏的
单。

当有人询问“是否有人接单
打某游戏角色”时，小秦会与发
单人私聊具体要求和价格。随
后，发单人把自己的游戏账号和
密码给小秦。

据了解，小秦要完成接单任
务，得花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完
成。虽说当代练能畅玩挣钱，但
这也会让小秦更加沉迷于网络
游戏中。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七十四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苑宁宁介绍，对于代练、租号、
售号这些黑灰产业，市场监管部
门、网信部门等应当出台具体的
监管规定，加大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从技术
角度上来说，应当采取动态核验
等有效措施，把实名制切实做到
人证合一。

据央视

租号、买号、代练……

谁在“帮”未成年人绕开防沉迷系统？

入冬以来，大风降温接踵而
至，这给户外劳动者的工作带来
不小挑战。

低温津贴是用人单位给予
低温作业劳动者的劳动津贴。
2021年 1月，人社部、全国总工
会等部门联合发文，指导企业对
严寒天气作业劳动者给予适当
岗位津贴。

不过，低温津贴落实情况不
尽如人意。连日来，记者采访了
近 20名环卫工、快递员、外卖配
送员等户外劳动者，大部分受访
者表示没有听说过更没有拿到
过低温津贴。

“听过，但从未收
到过低温津贴”

“大风还不算什么，下雪后
化雪那几天才是最冷的，有时小
腿以下都冻僵了。”快递员吕蒙
是受访者中少有的听说过低温
津贴的人，“听过，但从未收到过
低温津贴。”

与此同时，记者还采访了吉
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区的
户外劳动者，仅少数受访者表示

“收到了低温津贴”，其余受访者

均表示“不了解”。他们所在的地
区，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 10摄
氏度至零下20摄氏度。

根据国家标准《低温作业分
级》，工作地点平均气温等于或
低于 5摄氏度的作业，便属于低
温作业。不过，对于低温津贴如
何发放，国家层面暂无明确标
准，散见于各地的规定中。

例如，吉林省规定，每年 1
月、2月、12月，向连续作业 4小
时及以上的低温户外劳动者发
放每月 200元的低温津贴；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规定，每年 12月
至次年 2月，为室外作业的劳动
者发放每月最低 200 元的低温
津贴；上海市环卫行业经过集体
协商，建立了低温津贴制度，从
每年12月至次年2月，给一线环
卫工发放低温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200元。

国家法律规范层面
缺少明确规定

“低温津贴落实不到位，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法律规范
层面缺少明确的低温津贴规定。
关于低温保护的规则，主要存在

于地方性法规以及文件中，且为
数不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
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指
出，2004年施行的《最低工资规
定》只规定了计算最低工资时要
扣除低温津贴，但并未明确用人
单位支付低温津贴的义务。

沈建峰说：“总的来看，低温
津贴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
在已有的规定中，法律效力位阶
低，难以设置法律责任，这也导
致企业对于低温津贴的关注度
较低，支付意识不强。”

“用人单位在低温津贴发放
上的违规成本偏低，这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其违规行为。”北京金
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栋表示，目前，劳动监察部门
对低温津贴的监管力度较弱、处
罚力度不足，大部分地方对于不
按规定发放低温津贴的单位，处
理方式仅为“责令整改”，用人单
位仅面临较轻的行政处罚或警
告，甚至部分地方处罚标准并不
明确。

当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被问及是否申
请过低温津贴时，他们有些疑
惑：“找谁要补贴？要了，会给
吗？”

回顾近年来经手的劳动纠
纷案件，杨栋表示，劳动者大多
不会就没有低温津贴单独维权，
而是在打劳动维权官司时才提
及这一问题。“许多劳动者并不
清楚低温津贴的标准，以及自己
是否有权获得。再者，低温津贴
的标准大多为每月 200元左右，
三个月合计约 600元，考虑到对
工作的影响，劳动者会选择舍弃
低温津贴而保工作。”杨栋说。

保障户外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采访中，多名户外劳动者对
低温津贴知之甚少，甚至未曾听
说过。但记者同时了解到，部分
单位通过提高收入来保障劳动
者在低温环境下作业享有的权
益。

内蒙古森林预警建设技术
员郭向民告诉记者，由于冬季工
作条件艰苦，单位在找日结工
时，开出的工资是夏季的 1.5倍
～2倍，最高能达到一天1000元，
以此来补贴工人在零下 20多摄
氏度的极寒天气中上塔作业。

吉林外卖配送员王文思表

示，由于平台提供天气补助，天
气越恶劣，他的收入就越高。从
11月份起，他每单都有 0.5元至
0.8元的补助，如果遇上雪天，每
单还会有 1元天气补助，每个月
能拿到上千元补助。

不过，在不少地方，低温津
贴仍是“纸面福利”。对此，沈建
峰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
的制度建设，完善低温津贴的发
放条件和标准，倒逼用人单位转
变观念。同时，可以通过集体协
商，建立低温天气下的津贴制
度。

“现在，不少工会驿站通过
完善设备设施、配备物品，不断
优化功能，温暖劳动者，这些做
法值得大力推广。”沈建峰说。

杨栋表示，如果劳动者认为
低温津贴未得到落实，可以向当
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由劳动
保障监察部门责令改正，也可以
寻求工会帮助。此外，劳动者还
可以向市民热线进行投诉，监督
低温津贴政策的执行。“只有多
管齐下，才能更好地保障户外劳
动者的权益，让他们在寒冷的冬
日里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工人日报》

多地气温创新低，户外劳动者亟待加强劳动保护

低温津贴为何年年呼吁仍年年“遇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