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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要求，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要全面排查本地区已有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措施
内容，坚决纠正或废止不符合
国家政策精神和要求的相关
规定和做法。重点包括：学校
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学合
理，新建学校招生范围和新建

小区对口学校划分工作机制
是否完善，是否制定明确的民
转公学校划片招生政策或过
渡期政策；省市两级教育行政
部门、高校、科研机构附属义
务教育学校是否全面纳入属
地招生管理、实行统一招生政
策等。

此外，根据通知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主动加强
信息公开，增加招生入学工作
透明度；进一步优化登记入
学、电脑派位工作，便捷招生
入学流程，减轻群众负担。

根据通知，教育部成立由
部内有关司局、地方教育行政

部门人员、国家督学、基础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等组
成的专项工作组，加强对各地
招生入学工作全过程监管和
工作指导。教育部也将适时
开展专项行动调研和全国范
围跨省交叉互检，通报违规行
为和查处情况。 据新华社

教育部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
记者11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工作，教育部决定组织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坚决

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

据悉，关于开展义务教育
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
通知于日前印发。通知要求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招
生入学重点环节，对区域内义
务教育学校开展全面排查，坚
决纠正各类违规行为。重点

包括：中小学是否将社会培训
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文化课
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及学科
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
生参考或依据；是否收取或变
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

“捐资助学款”“共建费”等；是

否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
传、口头承诺或签订录取承诺
书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是
否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
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
的的各类测试面试等；是否存
在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

招生、混合编班行为；中小学
是否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
快慢班，以此名义掐尖招生；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是否违规
跨区域招生，以借读、挂靠等
名义变相违规招生并进行乱
收费。

金融行业也频现“李鬼”
APP。东兴基金3月中旬公告，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东兴基
金”名称、标识，假冒该公司员
工提供非法证券咨询活动；不
法分子以提供网络公示的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营业执照
等手段，涉嫌以退费名义，通过
电话、APP等渠道向公司客户
发送诈骗信息，诱导客户向其
退费并进行非法资金诈骗。

今年1月底，大成基金也发
布《提醒投资者谨防金融诈骗》
公告称，据客户反映有不法分
子冒用该公司名义，设立仿冒
APP、网站诱导投资者充值、退

费进行诈骗等非法活动。今年
以来，发布类似金融诈骗风险
提示的基金公司已不下10家，
虚假金融APP已成为高发的网
络诈骗手段。

受访专家表示，虚假涉诈
APP背后，折射的行业乱象、地
下黑产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特约研究员
赵占领表示，部分涉诈APP在
手机应用市场上线，一些应用
市场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可能
不会对APP的经营活动是否违
法进行审查。客观上，事前判
断APP的经营者是否存在违法
或犯罪行为也有一定困难。

一些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随着科技手段不断更新迭
代，诈骗分子利用打包平台、自
动化工具批量生成涉诈APP，
已形成熟练运作的黑色产业
链。部分分发平台、下载链接
处于失管失控状态，导致电诈
黑灰产打不胜打、涉诈APP防
不胜防。

多位受访者建议，有关部
门针对涉诈APP还需综合施
策，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
管审核力度、加强运营的日常
监管。

手机应用市场应当好“守
门人”。公安部网安局去年年

中公布的一起案例显示，福建
厦门思明公安分局接国家税务
总局电子税务管理中心通报，
某移动应用市场对外提供6款
假冒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
税”APP的下载服务，相关假冒
APP 的图标与国家税务总局

“个人所得税”APP图标完全相
同、名称也高度雷同。

警方对该移动应用市场运
营公司开出罚单，因未履行网
络安全保护义务、未落实内容
审核制度，该公司被依法处以
罚款2万元，公司法人代表被依
法处以罚款8000元。

据新华社

打着“国家”旗号，以高收益为诱饵，忽悠不明真相群众“投资”——

手机应用市场乱 涉诈APP防不胜防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套用各类官方公开信息，打着“国家支持项目”“国家惠民政策”旗号制作出一批手机应用（APP），在其中编造

虚假投资理财项目，以高收益为诱饵，忽悠不明真相的群众在APP“投资”进而实施诈骗。
不少专家表示，一些虚假APP造成群众财产损失，带来负面社会影响，建议持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手机应用市场主

体责任，提升消费者防范意识。

3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了一批涉诈高风险APP，
包括数个“一带一路”虚假
APP、“中国供销合作社”虚假
APP、“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虚假APP、“中国芯”虚假APP、

“中国制造”虚假APP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反诈专班

提醒，涉诈APP套路多，请从正
规途径下载APP，可通过工业
和信息化部反诈专班公众号涉
诈高风险APP曝光台专栏，获
取最新涉诈高风险APP信息。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人民
检察院去年底公布的一起案例
显示，以巫某某、刘某某为首的
犯罪团伙成立传销组织，无任
何实际经营活动，在宣传过程
中将“一带一路”作为幌子，开

发“一带一路”APP平台，以“电
力开发”“基础建设”等项目为
名，引诱他人注册APP以会员
身份投资虚拟项目获得收益。

该组织以“专家演讲”、线
上直播、微信群等方式进行宣
传推广，不断发展下线，会员层
级多达36级，累计涉案金额近
亿元。

一些涉诈APP甚至盗用国
家部委的名字，借用国家公信
力进行诈骗，比如“国家社保
部”虚假APP的图标采用了国
徽样式。这些虚假APP有一些
较明显的特征，比如邀请用户
注册账号时，要求填入推荐人
邀请码，并利用“内幕消息”“高
额回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
骗群众将钱财转给非法账户。

记者11日从国家医保局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4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
结算病种范围，让更多的门诊慢特病
患者能享受异地直接结算。

国家医保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
中心副主任隆学文介绍，今年将在现
有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基
础上，进一步增加3至5种覆盖人群
多、药物治疗为主、待遇差异小的门
诊慢特病病种。

“除了扩大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
结算病种范围外，今年将进一步扩大
跨省联网定点医院的范围。”隆学文
介绍，2023年，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
构达到55.04万家，比2022年底增长
了68.37%。

此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还将在就医地管理、异地就医结算
监测等方面提质增效。

同时，加强异地就医结算监测。
跟踪了解异地就医结算政策落地情
况，破解异地结算过程中的痛点、难
点和堵点，持续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服
务。 据新华社

今年将扩大门诊慢特病
跨省直接结算病种范围

记者11日从国家医保局2024
年上半年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国
家医保局将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
12项重点事项落地，包括推动新生儿
参保等医保相关事项形式优化、流程
精简、服务提速。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付超
奇介绍，2024年12项医保领域“高效
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中惠及参保群
众8项、用人单位1项、医药企业2
项、定点医药机构1项，主要涉及三
方面内容：

一是形式优化。包括群众既能
用社保卡就医购药，也可以扫描医保
码或刷脸实现医保报销；职工医保个
人账户家庭共济可直接线上办理，不
需再去窗口；群众可以更便捷地查询
医保相关信息等。

二是流程精简。通过信息共享
联办，新生儿参保和生育医疗费用报
销、职工医保参保人退休、企业破产
时信息核查等不再需要多个部门跑
腿办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可直接
享受基本医保参保资助，既不需申
请，也不需先垫缴后报销；同时，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将拓展到更多门诊慢
特病病种，更多罹患慢性病的群众可
以享受异地直接结算服务、减轻垫付
压力。

三是服务提速。群众生育并提
交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可获得生育
津贴支付；医药企业提交申请后，药
品赋码可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及时与定点医疗机构结算合规医
疗费用，进一步缩短服务办理时间。

付超奇表示，国家医保局将积极
推动医保基金安全程度比较高的地
区，向信用比较好、管理比较规范、积
极推进药品追溯码扫码的定点医疗
机构提供1至3个月的医保结算预付
金，减轻医疗机构运行压力。

据新华社

医保局将推动新生儿
参保等事项精简流程

排查是否有收取或变相收取“捐资助学款”“共建费”等行为

排查学校的划片招生范围是否科学合理

打“国家”旗号的涉诈APP

折射APP市场乱象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