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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证明骗贷款 处心积虑终获刑

微短剧推广成“最强副业” 能赚钱还是被骗钱
“月入过万”“爱看短剧就能赚钱”

“免费收徒，能坚持的人来”……随着网
络微短剧的火热，近期，这类“副业创收”
信息充斥各大社交平台。

微短剧推广到底是“致富新机遇”还
是“圈钱新套路”？记者调查发现，这一
看似低门槛的“财富密码”背后，隐藏着
被层层包装的消费陷阱：高价课程、虚假
授权、诱导购买流量等套路重重，大量参
与者沦为被收割的“韭菜”。

对此，专家认为，互联网平台对微短
剧推广培训类的信息要做好把关工作，
有关部门要明确微短剧推广等新兴行业
的法律属性，消费者也应擦亮双眼，警惕
虚假宣传和套娃式收费。

“零基础上手，宝妈也能做”
“学费交了9000多元，半年收益只有

69元。”35岁的待业者阿布（化名）向记者
展示了她的微短剧推广后台数据。她付
费加入的“微短剧推广培训营”承诺“零
基础快速入门”“50%充值分成”，但半年
后实际收益却不尽人意。

近年来，微短剧热度飙升，成为市场
追捧的新风口。《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
皮书（2024）》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
国微短剧用户规模近6亿人，预计到2027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亿元。

微短剧推广作为与这一“风口”直接
相关的新兴副业，吸引了大量关注。记
者在某社交平台上以“短剧推广”“微短

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大量“免费
收徒”“教程分享”的内容，这些帖子声称
短剧推广是目前最有潜力的副业，“零基
础上手，宝妈也能做”。

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位自称“短剧推
广导师”的博主，添加对方联系方式以
后，他向记者发来一套免费视频课程。

打开课程后，记者发现其中超过一半
的内容都是在推销价值980元的“超级玩
家训练营”：课程讲师展示了大量微信转账
截图，并声称训练营中有宝妈、外卖小哥等
学员在导师的带领下兼职月入过万元。

据该“导师”介绍，该训练营包含“全
套进阶课程”“一键剪辑工具”及“导师一
对一答疑辅导”，零粉丝、无基础也能快
速“上手变现”。

层层消费陷阱“暗藏杀机”
没有粉丝、没有剪辑基础、没有互联

网运营经验，仅购买 980元的训练营，就
能轻松实现每个月有稳定的收益吗？

面对记者的追问，该“导师”含糊其
辞：“收益多少取决于自己是否认真执
行。”当记者询问付费入营是否有合同或
书面协议时，对方表示“金额太小”：“市
面上其他课程都要上万元，我们就不到
1000元，没有合同，全靠信任。”

“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可能构成违规
经营或诈骗。”北京论法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任培荣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收费行为需公开透明。无论金额大小，

付费服务均应有书面或电子协议，不得
以“金额小”为由拒绝提供凭证。

有花钱进入类似训练营的网友表
示，入营仅仅是个开端，后面还有更多收
费项目：“按照训练营里的教程照做了一
段时间后，机构告诉我免费的版权期限
已满，需要购买价值4980元的‘一级代理
权’才能继续。”

此外，还有的学员在交费后，被导师
以“账号权重低、流量不好”为由，推销价
值上千元的“独家流量包”，声称可突破
平台限流，然而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自媒体博主小萌告诉记者，自媒体是
经验性较强的工作，即使是微短剧推广这
种相对较新的领域，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技
能和知识储备。此外，平台上内容竞争非
常激烈，即使是有经验的博主也很难保证
每个视频都能获得高流量。因此，不管是
创作还是运营，短时间内想要依靠所谓课
程“速通”甚至“变现”并不现实。

多重手段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国家广电总局 2022 年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创作提
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要
将网络微短剧“依法依规纳入管理”。推
广环节作为网络微短剧行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如何走向健康发展？专家学者
提出了相关建议。

“当前微短剧推广、小说推文等业务
在法律上缺乏明确定义，常被包装成‘课

程培训’逃避监管。”任培荣建议，可进一
步明确微短剧推广等新兴行业的法律属
性，明确此类业务属于网络内容推广、广
告代理或版权分销范畴。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互
联网平台对微短剧推广培训类的信息要
做好把关。如果发现发布在平台上的信
息为广告，平台需要按相关法律法规审
核并明确标注；同时，也应按照网络安全
法落实身份认证，及时畅通举报渠道，防
范虚假宣传、诈骗等犯罪行为。

针对许多机构伪造“一级代理”资质
高价“授权”行为，任培荣认为，可建立微
短剧版权登记与授权公示备案制度。“消
费者可通过要求机构出示含公章的版权
方直接授权协议、登陆版权方官网或联
系官方客服交叉验证等方式进行识别。”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掉入了消费
陷阱，应立即收集聊天记录、付款凭证、
机构宣传材料等固定证据，并通过与机
构协商退款、向平台投诉、向行政部门
举报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任培
荣表示，如涉案金额达到诈骗罪立案标
准，消费者应向公安机关报案，说明机
构“虚构事实、非法占有财物”。

（来源：《工人日报》）

新型 AI 诈骗花样频出，伪装性越来
越强，该如何防范？

吴克刚给出了两条防骗建议：视频通
话时，让对方做出指定动作，比如眨眼 3
次、摸摸鼻子，或者让对方用手指或其他
遮挡物在脸前晃动，如画面出现延迟或者
异常扭曲等不自然的微小变化，那对方很
可能正在使用“AI换脸”技术。在与对方
的沟通中，也可以问一些只有对方知道的
问题，比如生日、电话号码、喜好等，来验
证对方身份的真实性。

我们也应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防
止个人脸部信息被非法获取利用。贵州
警方提示，不轻信他人，不贪图小便宜。
妥善保管个人信息，把好个人信息保护
的第一道关。在非必要情况下，不向陌
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
址、职务等重要信息，不将身份证照片或
号码保存在手机中，尽可能避免将人脸、
照片、声音、指纹等留存到网站和小程序
上。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人脸、声音、
指纹等生物特征数据的安全防护，做好
个人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的软硬件安

全管理，不登录来路不明的网站，以免感
染木马病毒。另外，对可能进行声音、图
像甚至视频和定位等信息采集的应用，
做好授权管理，不轻易给他人收集个人
信息的机会，也能在一定程度远离“AI换
脸”诈骗。

推动反诈宣传进校园、进社区、进企
业，将反诈宣传与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活
动紧密结合，打造出一系列具有贴近性的
反诈宣传场景。坚持精准施策，针对不同
群体、行业和地区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
宣传，做到有的放矢，切实增强群众防骗
意识和识骗能力。

警方也警告不法分子：通过“AI 换
脸”进行视频合成、实施诈骗的行为，是利
用新技术进行的诈骗，与传统诈骗行为没
有本质区别。对于构成诈骗罪的，将依照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对于为利用“AI 换脸”实施诈骗
行为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将根据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构成
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人民日报》）

生成图像、合成语音、伪装客服、伪造场景……

以假乱真的AI诈骗，如何防范
上传一张静态照片，即可生成动态视频；只需几秒语音，就能克隆

声音……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AI换脸”正成
为侵权违法的重灾区。

近期，为规范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活动、保护个人信息
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联合公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
全管理办法》，对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的基本要求和处理规
则、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规范、监督管理职责等作出了规定。办法将
于2025年6月1日起施行。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与人脸信息安全紧密相关。人脸识别具有唯一
性、不可更改性、不可匿名性，一旦泄露，极易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造成危害，还可能威胁公共安全。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
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吴西福介
绍，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郭先生有一
天接到好友打来的视频电话，说自己正
在外地投标，需要几百万元保证金，想
用郭先生的公司账户走一下账。不久
后，好友说已经把钱转到郭先生的账户
并截图证明。郭先生觉得通过视频能
看到好友本人，便没等收到转账成功的
通知就给好友转了钱。后来，郭先生迟
迟没收到转款，联系好友时才发现自己
被骗。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公司部
门经理张先生接到“老板”视频电话，对
方称因情况紧急，急需转账汇款。在视
频中确认是“老板”后，张先生放下了戒
心，十几分钟内将 20 万元转入指定账
户。直到下午当面汇报工作时，张先生
才发现上当受骗。

这些案件都是典型的AI诈骗。“你
以为在和朋友亲人视频聊天，其实是骗
子使用的‘AI 换脸’技术，让别人的嘴
能够‘对口型’。”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
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反诈中心负责人
吴克刚介绍，如今，“AI换脸”技术不仅
限于静态照片的活化，还能在即时视频
通信中实时换脸。虽然需要采集大量
不同角度的照片进行模型训练，但一旦

成功，便可以假乱真。过去，公民个人
身份证号、手机号以及家人信息需要重
点防范，现在，人脸、声音、指纹等同样
要避免泄露。

新型 AI 诈骗主要有以下类型：语
音合成诈骗，不法分子利用AI技术，合
成受害人亲友或熟人的声音，让受害人
误以为是亲友或熟人需要帮助，进而实
施电话诈骗；图像生成诈骗，不法分子
通过AI技术，生成虚假的照片或视频，
制造出受害人亲友紧急且合理的情景，
从而获取个人信息，骗取钱财；智能客
服诈骗，不法分子利用AI技术，制作智
能客服系统，通过语音或文字同受害人
交流，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信息或进行
转账操作；AI情感诈骗，不法分子运用
AI 训练面向网聊的大语言模型，通过
伪造场景、声音与受害人建立情感关
系，进而获取个人信息。

吴西福介绍，共享屏幕等新型诈骗
也要注意。不法分子以“提升信用卡额
度”“航班延误退费”“赠送礼品”等为借
口，向个人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诱导
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并开启软件的

“共享屏幕”功能，就可以“实时监控”受
害人手机、电脑屏幕，同步获取个人银
行账户、口令、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从而
盗取银行卡资金。

AI诈骗形式多样
换脸、变声、对口型

相较于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新型AI
诈骗的受害者身份更广泛、多元，成功率
更高，更难以追踪。

警方梳理后发现，新型 AI 诈骗有以
下危害：造成经济损失，新型AI诈骗具有
针对性强、高度逼真等特征，普通群众短
时间内难以分辨，很容易上当受骗、遭受
经济损失，甚至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发生信息泄露，新型AI诈骗往往能
获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包括身份证号、
银行账户、人脸、指纹等，进而滥用这些信
息从事非法活动，导致受害人信息泄露，
身份被盗用，引发潜在的法律风险；造成
心理创伤，遭受新型AI诈骗，除了面临经

济损失，受害人还可能产生焦虑、自责、抑
郁等情绪，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危害社
会治安，如果新型AI诈骗案件变多，容易
让群众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甚至造成恐
慌情绪，有些受害者也因无法承担损失，
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新型 AI 诈骗案件增加，侦破难度加
大，对公安机关来说也是挑战。吴西福
说，只有不断提升民警的专业素质和侦查
能力，加强对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研
究，才能创新侦查手段和方法，提高打击
效能。要加强与其他地区公安机关的协
作配合，建立健全跨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形成打击合力。

AI诈骗危害广泛
造成经济损失、心理创伤

有效防范AI诈骗
保护个人信息、学习识别方法

□本报记者 祁国忠
住房公积金可用于低利率贷款购房、

提取支付房租等，为帮助缴存者实现住有
所居提供了重要支持。近年来，一些不法
分子却打起了住房公积金的主意，通过伪
造虚假资料缴纳住房公积金或虚构住房
公积金缴存记录的方式套取、骗取银行贷
款，严重扰乱了金融管理秩序。

近期，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贷款诈骗案件，被告人
马某使用虚假住房公积金缴纳资料骗取
银行贷款 21.77万元，被化隆县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刑罚。

2019 年，被告人马某意外得知了一

种“贷款渠道”，经与“办贷人员”取得联
系后，马某了解到对方可以通过虚构身
份缴纳住房公积金，从而向银行获取贷
款资源，实现只借不还的目的。

2020年4月，“办贷人员”为马某购买
了前往外省的机票并安排住宿。待马某
到达外省后便将手机、身份证等交给“办
贷人员”。随后，“办贷人员”将马某包装
成青岛某公司职工，并为马某缴纳了 12
个月的住房公积金。

接下来的日子里，“办贷人员”利用
缴纳的公积金信息，以马某名义骗取银
行个人信用贷款 21.77 万元。贷款到账
后，马某分得 9.98 万元，其余 11.79 万元

被转入“办贷人员”银行卡中……案发
后，马某不仅向银行偿还全部贷款本金
21.77万元，还与银行就贷款的利息、罚息
部分达成分期偿还协议。

化隆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马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使用虚
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贷款21.77万元，
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鉴于
马某系从犯，认罪认罚且已退赔银行经济
损失，预缴罚金，结合其悔罪态度及认罪
表现，对被告人马某以贷款诈骗罪，判处
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化隆县法院刑庭庭长马开伟表示，
办理贷款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在申请

贷款时，贷款人需提供真实、有效的个
人信息与财务资料，接受全面的信用评
估与风险审核。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
人宣传的便捷贷款途径，非正规渠道往
往暗藏风险。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属于违
法违规行为，一旦构成犯罪就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本案例由海东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供）

“春风先发苑中梅，樱杏桃梨
次第开”，花卉不仅是自然美的象
征，更是岁时节序的生动注脚。梅
花、樱花、杏花、桃花、梨花是我们
常见的春日花卉，它们都属于被子
植物门的蔷薇科植物，亲缘关系密
切，因此花朵形态诸多相似，让人
难以区分。实际上，在赏花过程中
只要从以下几个关键点入手，也能
快速辨芳华。

一看时令 花期时序，顺应节
气。小寒时节，梅花凌寒独开，暗
香浮动，春前第一枝唯有梅花俏；
到了立春，樱花见芳踪，2月中旬时
粉霞连天；雨水时节，杏花萌发，3
月可见春色满园；桃花惊蛰初绽，
灼灼其华映日生辉；梨花春分展
颜，清明半落雪满城。当然，由于
我国南北气候有差异，有时还需根
据品种、地域及气温变化来判别，
通常南方花期较北方早半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

二看树形 花虽相似，树形各
异。梅花虬枝曲折，古朴苍劲，有
一种历经沧桑的美感；樱花树形规
整，主干挺拔，冠如华盖，枝条舒
展，亭亭如盖；杏花树形开张，树冠
宽阔，枝条斜生，树皮粗糙质朴大
气；桃花树形紧凑，枝条柔软略微
弯曲，多了几分活泼与灵动；梨花
树形高大粗壮，树冠开展，整体显
得端庄大气。

三看花梗 花梗细节，暗藏玄
机。梅抱寒枝，花梗短促似无，花
朵单生或 2 朵生于 1 芽内；樱垂柔
蔓，纤长灵动若垂帘，花序三两成

簇；杏倚疏条，梗长不过分毫，花朵
单生；桃缀新枝，花梗略长，花朵单
生；梨梗劲挺，硬长清绝托琼英，花
朵簇生且饱满硬朗。

四看花瓣 花瓣多彩，淡妆
浓抹。梅瓣圆融，花色有白、粉、
红、黄、绿等，丰富多彩；樱瓣顶
缺，柔软娇嫩，层叠如绸透霞光，
花色粉红或淡白；杏瓣近梅色淡
粉，坚韧冷艳似冰绡；桃瓣多变，
或圆或尖，花色粉红，热烈大方；
梨瓣宽大，花色洁白，清新素雅。
此外，还可根据气味分辨，梅花香
气浓厚馥郁，沁人心脾，其余四种
香味并不明显。

五看花萼 花萼多姿，各具春
秋。梅萼钟形，小巧秀气，被覆柔
毛，颜色红褐、暗红、深绿或绿紫，
先花后叶；樱萼管状，被覆柔毛，萼
片娇小，呈三角状长卵形，先端边
缘有锯齿，花开萼片展开，颜色为
绿色或红褐色，早樱先花后叶，晚
樱花叶同期；杏萼筒状反折，卵形
或长卵形，颜色深红，与花瓣形成
强烈对比，先花后叶；桃萼卵形或
近圆，顶端圆钝，被覆柔毛，开花初
期为绿色，后期为红褐色，因品种
不同先花后叶或花叶同期；梨萼反
折或开展，花叶同期，与樱花明显
的区别是花药（花丝顶端膨大呈囊
状的部分）为鲜艳的红紫色。

（来源：《人民日报》）

春日赏花卉，如何辨芳华

你的餐盘里可能藏着开启健
康衰老之门的密钥。

一项针对美国十万余人、跨越
三十载光阴的研究告诉人们，仅有
不到 10%的幸运儿掌握了这把钥
匙，实现了真正的健康衰老。

饮食是影响全球死亡和慢性病
的主要因素，在美国老年人群的同
类风险因素中排第二（仅次于吸
烟）。毫无疑问，理解饮食与健康衰
老的关系对于老龄化的全球人口很
重要。但科学家一直不知道：是否
有某种饮食模式能让人们在晚年大
概率保持身心健康、活力四射？

现在，加拿大、美国以及丹麦
的科学家团队在《自然·医学》杂志
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惊
人的事实：在 30 年随访中，全美
105015人中，只有 9.3%的人能够实
现所谓的健康衰老。科学家对健
康衰老的定义是：活到70岁时没有
出现 11 种重大慢性病——这不仅
仅是活到70岁，更是在这个年龄之
后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认知功能、身
体机能和心理健康。

这部分人能够健康衰老的秘
密，其实藏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
研究表明，摄入富含水果、蔬菜、全

谷物、不饱和脂肪、坚果、豆类以及
低脂乳制品的饮食模式，与改善老
年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这种饮
食对人体来说好像一位精明的营
养师，让健康衰老成为可能。

特别是“替代健康饮食指数”
所倡导的模式。这种饮食模式中，
每增加一份全谷物可以得 1分，每
增加一份蔬菜和水果也可各得 1
分，而每增加一份含糖饮料要扣 1
分。它鼓励人们多吃水果和蔬菜，
摄入更多的全谷物和健康脂肪，同
时减少反式脂肪、钠、含糖饮料、红
肉和加工肉类的摄入。这就像给
身体披上了一层坚固的盔甲，可抵
御疾病的侵袭。

相反，如果一个人沉迷于“扣
分食物”，那可就得小心了。这些
食物是早已公认的“隐形杀手”，现
在更被揭示与老年人健康状况有
着密切的相关性，会让人们难以实
现健康衰老的美好愿景。

比起科学探索，这其实更像是
对未来饮食“修炼”的一份重要秘
籍。它可能不好坚持，但循序渐进
地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提高健康
长寿的几率，改善认知功能，保持
身心健康。 （来源：《科技日报》）

“悬崖秋千”也叫“云端秋千”，
是一种新兴的极限游乐设施，因其
强烈刺激的感官体验而受到许多消
费者的喜爱。近日，陕西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甘肃、四
川、云南、贵州、青海、宁夏、新疆、广
西、内蒙古10地消费者组织针对“悬
崖秋千”游乐项目发布消费提示。

11地消费者组织提醒消费者，
荡“悬崖秋千”时，务必要选择正规
的、经过有关部门核准安装、设备
状态完好并且有安全检查记录和
维保措施的“悬崖秋千”，别去荡未
经批准、私自安装的“野秋千”。

“悬崖秋千”对消费者的年龄、
身高、体重都有一定要求，消费者
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认真阅读相
关规定，身体条件不适合的坚决不

荡“悬崖秋千”。患有心脏病、习惯
性脱臼、骨质疏松习惯性骨折以及
恐高症者、孕妇、不适合剧烈运动
的消费者，不建议参与这项活动。

荡“悬崖秋千”前，工作人员会
讲解安全注意事项，消费者一定认
真听讲并按规范动作操作。荡“悬
崖秋千”按规定要穿戴特定的服
装，这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
防线。这种服装有一根绳子固定
在旁边的栏杆上，能避免万一发生
的坠落风险。

荡“悬崖秋千”时，尽量不要携
带贵重物品；在荡“悬崖秋千”过程
中，切勿使用手机或相机拍照，一
是保障人身安全，二是防止手机或
相机掉落。风光无限好，安全更重
要。 （来源：《中国消费者报》）

“悬崖秋千”消费提示

健康衰老有本“舌尖上的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