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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着“国学培训”的马甲圈钱敛财
此类广告“精准投放”在中老年用户手机上，老年人极易被邀请入群

“明成祖后人授课”“升职加薪课程9900元”……近期，互联网上出现一批打着“国学培训”幌子，声称可以“调理身体”
“改名旺运”的培训机构，利用“易经大师”“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等虚假宣传圈钱敛财。

一些培训机构利用“国学光环”和“大师名号”来招揽学员

“他自称是尚德机构易朴
国学院院长，明成祖的后人，明
代钦天监的传人，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与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在他吹嘘下，我花了9888
元报名。”在新浪消费者服务平
台“黑猫投诉”上，“国学”“易
经”等相关投诉词条超过4500
条，其中多以“虚假宣传”“欺诈
消费”“退款”等投诉内容为主，

“交费后找不到人，退款没有答
复”等也较常见。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培训机构利用“国学光环”和

“大师名号”来招揽学员。
一些所谓“国学培训”机构

随意编造头衔，利用虚假身份
将授课老师包装成“国学文化
高级传承师”“数字心理学高级

导师”等，声称拥有独家秘籍和
高深教学经验。然而在观看直
播课后，半月谈记者发现，所谓

“国学大师”的讲课内容，却多
以占卜、风水、算命为主，如“如
何改善地理环境能量”“如何拜
财神才有效”等。

半月谈记者通过一则“国
学培训公益直播课”的广告，进
入一个85人的微信群，该群由
一名“班主任”管理，组织群员
参与“易轩老师”为期 4 天的

“免费课程”，首日直播显示在
线人数15万人，评论区也十分
活跃。

直播课上“易轩老师”声
称：“我有一位学员，她的孩子
顽皮吵闹，静不下心学习，她找
我为她指点迷津，给孩子改

名。改名后，孩子的成绩在班
级中前进了20名。”

课程结束后，“班主任”发
了一张价目表，将购课称为“结

缘”，显示“学业有成，金榜题
名”的课程费用为9986元，“正
财局”“旺运局”“桃花局”等费
用从6888元到9900元不等。

视频平台成为虚假广告“温床”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此

类“国学培训”的虚假宣传广告
频繁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中出
现，并呈现一些新特点。

——特效剪辑“套路深”。
半月谈记者观看部分“国学培
训”招揽广告发现，这些视频广
告大多利用特效技术剪辑合成，
有的配音与口型完全不符；有的
利用拼接手法，嫁接处理权威视
频；有的利用AI换脸和拟声技
术模仿知名人士发声……这些
经过处理的虚假短视频广告，容
易蒙蔽部分受众。

在爱奇艺视频平台的一条

插播广告中，长达一分钟的“国
学培训”宣传广告里，出现多名

“国学大师”，有的是在认真讲
解“易经”，却被剪辑嫁接进课
程推荐中，有的是后期配音，口
型与声音不符。

——多重分身“易藏匿”。
在某视频平台的首页，滚动推
荐的大图之一便是“骐骥-易经
大讲堂”的广告，广告将一位

“仙风道骨”的老人作为封面
图，赫然标着“易经七天六夜课
程，360个知识点……”

然而，关闭重启该视频平
台后，首页推荐的广告变成“汉

菱国学-易经讲堂”，其封面图
和广告语却与此前一模一样。
半月谈记者通过链接分别进入
这两个小程序发现，他们同属
于一家培训机构-“尚德机构”。

半月谈记者查询后发现，
“尚德机构”旗下注册多家在线
教育科技公司，有的虽然在“黑
猫投诉”上已有记录，但由于其

“分身”众多，一家被投诉，也不
影响另一家招募学员。

——大数据画像“精准投
放”。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精
准投放广告的算法模式也被运
用在“国学培训”的招揽广告

上。只要点击一次广告，多个
平台都会出现相关广告推荐。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此类广告能通过大数据“标
记”，“精准投放”在中老年用户
手机上，老年人极易收到此类
推荐并被邀请入群。

今年71岁的南昌市民蔡玉
珍，被拉入3个“易经培训”学员
群，她表示“群组会越来越多，
每个群里都有班主任，每天按
时提醒我上课”。半月谈记者
进入直播课程后发现，大部分
学员都是中老年人，希望为子
女“算命”“改运”。

标本兼治，构建联动监测体系
教育部2019年印发的《禁

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
定》中指出，校外培训机构不得
以“国学”为名，传授占卜、风
水、算命等封建糟粕。

专家表示，“伪国学”培训
不仅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还
向社会大众传播扭曲、错误的
价值观。

一些受访者表示，线上培
训没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国学
培训”也缺乏相应的认定标准，
监管部门执法尺度不明晰，因
而监管难度大。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
院长颜三忠表示，相关主管部
门应建立明确的标准规范。对

“国学培训”的机构资质审核、

课程内容、培训方式、教师资质
认定、学费等进行明确界定，让
伪国学无处藏身。

同时，各大运营平台需升级
监管，构建联动监测体系。南昌
大学教授朱小刚表示，主要视频
平台应把控宣传内容，禁止为占
卜、算卦、风水等内容引流。

受访专家表示，“国学培

训”乱象需要标本兼治，建议有
关部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引导和宣传；对于培训机
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民事纠纷，
要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大
对“伪国学”培训的惩治力度，
对因算卦、占卜构成违法犯罪
的行为，要给予严惩。

据新华社

2023年上半年，我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已为8988万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全国69.3%的二级及以
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有老年医
学科；共有约7000家资质齐备
的医养结合机构……

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
事也是国事。面对超2.8亿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社会各方奋
力书写民生答卷。

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如
何让老年人看病更方便？走进
上海黄浦区的打浦桥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夜间门诊覆盖
了全科、中医适宜技术、康复理
疗、护理服务。

“让更多老年人就近‘看上
病’‘看好病’，不断提升健康获
得感。”当地卫生健康行政管理
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期正开展老
年人健康监测、推进老年人流感
疫苗接种、定期巡诊分类管理，
持续优化绿色通道，加强养老机
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防控。

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
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
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
量 ，较 2022 年 同 期 提 高 了
40%。就医购药“一码通”的医
保码，60岁以上激活用户已超
1.3亿人，更多智能化适老服务
正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河北燕郊，燕达金色年华养

护中心。养护中心与北京通州
仅一河之隔，床头安装着输氧管
线等医疗设备，智能移位系统可
助力半失能老人洗浴、如厕……
5000多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

作为首批京津冀养老工作
协同发展试点单位之一，养护
中心“落地”了北京市养老机构
运营补贴，毗邻的燕达医院率
先实现京冀医保互联互通。“坚
持医养结合，继续探索我国养
老服务新模式，让更多老年人
安享晚年。”曾任燕达医院医疗
院长的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卢长林说。

2012年至2021年，中央财
政累计投入359亿元支持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国家持续完善
养老服务支持政策，提升养老
服务质量。截至2022年末，全
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829.4
万张，床位数比2012年末翻了
一番多。

发布首个国家标准规范居
家养老上门服务，1000个全国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正在建
设……更多温暖举措相继落
地，健康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

“坚持积极老龄观，促进健
康老龄化，努力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
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
长王海东说。 据新华社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2.8亿
基层医卫机构“管”起更多老年人健康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记者2
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元旦
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
员517.9万人次，日均172.6万人次，
较2023年元旦假期增长4.7倍，已恢
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入境
251万人次，出境266.9万人次；查验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3万架（艘、
列、辆）次，较2023年元旦假期增长
1.5倍。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
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主动作为，
提前预测并向社会公布各口岸出入
境人员流量高峰时段，提示、引导广
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
行；科学组织勤务，加大警力投入，开
足查验通道，及时疏导出入境客流，
有力保障元旦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
通关安全、顺畅、有序。

元旦假期出入境人次
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新华社哈尔滨1月2日电 记者
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2023年满洲里铁路口岸通行
中欧班列5001列，运送货物54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3%和16%。满洲
里铁路口岸年通行中欧班列首次突
破5000列大关，班列通行量、货物运
送量实现了连续10年增长。

目前，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入境
的中欧班列运行线路达21条，通达
波兰、德国、比利时等13个国家，覆
盖国内哈尔滨、西安、成都等60个城
市，货物涵盖日用百货、工业机械、农
副产品等12大品类。

为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哈
尔滨局集团公司成立了工作协调专
班，积极探索列车“宽轨出重”模式，
最大限度提高货车换装效率，压缩线
路空闲时间。据了解，滨洲铁路西岭
口至博克图段落坡改造工程计划今
年开工建设，改造后将进一步提升满
洲里铁路口岸后方通道能力，对提高
中欧班列安全运输综合保障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满洲里口岸年通行
中欧班列突破5000列

新华社广州1月2日电 记者2
日从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2023
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
境旅客超过1630万人次，出入境车
辆超过326万辆次，分别为2019年
的1.29倍和3.8倍。

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分析，港澳
游旅行团成为推动口岸出入境人数快
速增长的主要客流种类。数据显示，
2023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往来的内地旅行团超过4.5万个，人数
超过250万人次。作为连接粤港澳三
地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已成为内
地跨境旅游团的热门“打卡地”。此
外，年内经港珠澳大桥入出内地的港
澳居民超过992.7万人次，占出入境
总客流近61%，创历年来新高。

“‘南下’客流恢复，‘北上’客流
更旺，‘口岸热’现象明显，尤其周末
及公众节假日期间，口岸单日出入境
客流纪录多次刷新。”港珠澳大桥边
检站负责人介绍。

港珠澳大桥年出入境
旅客超过163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