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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7 月 29 日电（记者吴剑
锋）“既能玩游戏，又能赚到钱，还能交朋
友，以后还可能当工作。”哈尔滨某大学会
计专业的大三学生小杨告诉记者，她和几
个朋友近来正从事“网游陪玩”，有不少同
学投身其中。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文表
示，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有序发展，引导
线上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发展。据人社
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数据，未
来 5 年，我国电子竞技员岗位需求将达
近 200 万。专家认为，受此影响，与之相
关的“网游陪玩”产业规模可能快速扩
大。新华社记者发现，当前“陪玩者”与消
费者大都是年轻人，相关岗位主要通过
网络平台发布成交，但部分平台存在涉
黄、涉赌等问题。

从业者：门槛低、钱好赚

消费者：或为“玩”或为“陪”

业内人士介绍，“网游陪玩”是在互联
网上为网游玩家提供陪伴游玩服务，并以
此获取报酬。近年来，我国电子竞技行业发
展迅速，刺激了“陪玩”产业发展。第三方机
构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陪玩”产业市场
规模已达约 4 亿元，未来或超百亿。

据记者了解，当前市场上以“比心”“小
鹿”等为代表的网游陪玩平台数量已超百
款。陪玩游戏主要是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
热门手游。“网游陪玩”颇有吸引力，让不少
年轻人投身其中。

“收入不错的。”小杨告诉记者，自己在
平台上定价为：陪玩 1 局游戏 9 元；语音聊
天半小时 10 元。平台抽取总收入的 20%，
其余归自己。兼职 10 天，小杨已赚到 500
多元。记者在多家陪玩平台发现，部分陪玩
服务价格高达每局 60 元。“一般来说，游戏
技术越好，收费越高。”小杨说。

4 月，比心 APP 报告称，平台全职陪
玩平均月收入 7857 元，兼职平均月收入
2929 元。

“陪玩门槛低，我们农村学生做起来也
方便。”家住贵州兴义的大二学生小乐已兼
职陪玩一年多，她告诉记者，目前月收入稳
定在千元以上，是她生活费的主要来源。
“在老家找兼职，工作难找、又脏又累，工资
也不比这多。”

记者采访了解到，依消费者需求，陪玩
类型有所不同。一类是“技术流”，他们主要
服务看重提升游戏段位和水平的玩家，其
中不乏专业电子竞技员；另一类则是“社交
流”，以社交陪伴为主，更多服务看重休闲
体验，对聊天音质、交流技巧有更高要求的
玩家。

记者测试发现，在平台注册陪玩需上
传身份证进行实名验证。记者还发现，一些
陪玩平台上有人提供情感咨询、哄睡等非
游戏服务。

部分陪玩平台涉黄涉赌

“网游陪玩”人气高、潜力大，但其中问题不容忽视。记者在部
分陪玩 APP 上发现，其名为“交友”“情感”等版块涉嫌色情交易等
违法行为。

在某陪玩 APP“情感”版块中的虚拟房间里，记者见到其中有
主持人和 8 名嘉宾。嘉宾中 7 名是被称为“美女嘉宾”的注册“陪玩
师”，另一名则为“老板”。消费者可以通过刷够一定金额礼物成为
“老板”，之后有权在听完“美女嘉宾”的自我介绍后，任意挑选一位
进行私聊。

一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慑于监管压力，相关违法交易往往
通过“暗语”进行。记者以“老板”身份发布“暗语”后，即有人通过平
台私聊向记者表示可提供色情服务。记者在对方发来的价目表上
看到，涉及裸聊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价格在几十元到数百元不
等。还有人引诱记者进行线下违法交易。

记者还发现，此类情况在多款陪玩 APP 上存在，违法交易“暗
语”也可通用。

“千万别碰‘开礼盒’，平台就靠这个赚钱，我亏了 30几万”“听
说能兑现金，我用家里给的 16000 元学费参加‘刀锋电竞’陪玩平
台抽奖，全亏完了也没中奖”……多名玩家反映，部分平台的“网络
抽奖”或涉嫌“网络赌博”。

记者见到，多款陪玩平台都设有“转转盘”“开宝箱”等博彩性
质活动——用户利用现金购买抽奖次数，抽中礼物即可通过一定
方式在缴纳手续费后提现。“假设中奖礼物面值 100 元，扣除平台
手续费后可到手 63 元。”某平台注册陪玩师怂恿记者称“抽奖次数
越多，越容易中奖。”

记者发现，该陪玩平台单次抽奖费用约 4 元，绝大多数消费者
抽中的礼物价值低于 2 元，有的甚至不足 0 . 1 元，如扣除提现手
续费，价值更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怀胜认为，此类行为涉及
金额巨大，已明显超出正常娱乐范畴，涉嫌网络赌博。如证实相关
活动由网络平台组织或平台明知并允许他人组织，平台则可能承
担组织赌博的相关法律责任。

专家：应加强引导，规范管理

据比心 APP 数据，该平台 2700 多万网游陪玩用户中，“ 95
后”有 1800 多万人，占 67 . 73%。业内人士分析，“网游陪玩”呈
现典型的低龄化特点，为确保产业积极健康发展，既要压紧压
实网络平台责任，避免行业受到违法违规行为“毒害”，更要引
导规模庞大的年轻人群体全面、理性地认识该行业的特性与
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建议，平台
应加强技术防范，对相关暗语进行屏蔽，对多次发布暗语及多次出
现问题的用户采取注销账户、屏蔽 IP 等措施。对于违法违规行为
可能线上转线下的风险，平台应尽到合理提示义务，提醒用户不得
违规违法，注意个人信息及人身财产安全，并配合有关部门实施
监管。

李怀胜表示，治理网络赌博目前主要依靠刑法、有关司法解释
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当前应进一步细化完善网络赌博的治理
规范，采取提高网络赌博犯罪行为的法定刑等措施，提升法治治理
效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认为，“网游陪玩”是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的新兴产业，它的发展有一定积极社会意义，如满足
现实社交需求、扩大青年就业及增收路径等。但当下也呈现出一些
隐患：产业总体仍然稚嫩，岗位需求不够稳定、职业前景不够明朗，
从业人员淘汰率高、“吃青春饭”特点明显。因此，各方面应提供充
足信息，积极引导年轻人辩证地认识利弊，避免“扎堆跟风”盲目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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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记者李斌、孔
祥鑫、张漫子）“水穿街巷”场景重现，历史文
化街区恢复性重建，老胡同里的居民过上现
代生活……

北京在老城保护和复兴的道路上一步一
个脚印，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眼下，《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8 年— 2035 年）》已编制完
成，正在报审。

那么，老胡同里能过上现代生活吗？北京
老城究竟有多大变化？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
走进北京老城，走进胡同深处……

“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现在家家都有了厨卫，市政排污排水
等基础设施进入胡同里，改造效果比想象中
好得多。”谈起近年来的日子，66 岁的北京
市东城区雨儿胡同 20 号院居民李长林感慨
不已。

生活的变化，源自 6 年前那一刻——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雨儿胡同看望老街坊，听听
大家对老城区改造的想法，要求“要本着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
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
保护”。

一张总书记当时在雨儿胡同 30 号院内
与胡同居民的合影，如今悬挂在福祥社区居
委会一层。“当时过道特别挤，你看这合影里
9 人站成了三四排。”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
道工委副书记乔孟斋说。

6 年过去，修缮后的雨儿胡同焕然一新，
30 号院也面貌一新：原有的 14户居民 12户
选择外迁，恢复四合院传统规制格局的院子
显得格外宽敞干净。腾退后的 8间房子被改
造成“议商暖阁”“槐香客厅”等，成为居民议
事、活动的公共空间。

69 岁的居民崇宝才一家三口人和另一
家人本着自愿原则留了下来，和社区居民共
享院子，而他家人均居住面积也由不到 5 平
方米提升到了近 9 平方米：“我们老两口退休
费一个月一万多，够花。我没有更多的愿望
了，就是好好活着，多活几年。”

30 号院，是南锣鼓巷福祥、蓑衣、雨儿、
帽儿四条胡同近年来修缮整治成果的缩
影—— 5 年来，这四条胡同共有 437 户、
1332 名居民腾退外迁，住进了现代化小区，
居住面积从户均不足 25 平方米提高到 110
平方米，人均则由 7 . 9 平方米增加至 36 . 89
平方米。

在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伴随居民腾
退、院落修缮，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环境得到改
善。仅在东城，就有 12 个平房区街道、656 条
背街小巷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

“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北京
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说。

“老城正在复兴”

2019 年，北京市西城区达智桥胡同被评
为北京十大最美胡同之一。

“经过集中整治，占道经营、私搭乱建没
了，小燕子也回来筑巢了。”73 岁的居民韩
宝森指着一处四合院门口门楣上的燕子
窝说。

达智桥胡同，是过去几年北京老街巷变
化的缩影：在东城，1175 条街巷整治提升，
902 条支路胡同通信架空线梳理入地，清理
线缆 2 万公里，拔杆 1 . 1 万根；在西城，1300
多条背街小巷得到提升，84 条街巷达到“十
无五好”标准。

现代生活，还得有花有草有绿地，老城也

不例外。
菜市口西北侧，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面

积最大的城市森林，总面积达 4 . 5 公顷的
“广阳谷”城市森林，早已成为周边胡同人们
休憩的好去处。

7 处“城市森林”、8 处口袋公园、6 处小
微绿地，在西城区，绿色空间大面积增加。

在东城区，玉河遗址公园两岸植绿种草，
河道得到修缮，重现“江南水乡”景色。

“原来我老去北海公园，现在出门就是公
园。”谈起胡同一侧玉河遗址公园的变化，崇
宝才不禁感叹。

老街坊们共享的，不仅是四合院和胡同，
更有文物活化利用后的“福利”。

西城区金井胡同 1 号，一个坐北朝南、窗
明几净的三进院落，是清代著名法学家沈家
本故居。4 年前这里还是个大杂院，住着 46
户居民。

2018 年 1 月 9 日，在腾退住户、精心修
缮后，沈家本故居作为中国法治名人博物馆
对外开放，截至去年年底，先后接待近千场集
体参观，接待参观总量 12 万人次。

“许多人慕名而来，周围的居民更是抬脚
就来。”北京市西城区文旅局二级调研员贾文
静说。

从三官庙到梨园公会，从广福观到京报
馆……越来越多文物里的住户实现腾退。

万松老人塔“变身”砖读空间，林白水
故居成了椿树书苑，临汾会馆辟为展现会
馆发展史的专题博物馆，广渠门内大街 207
号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主体建设基本完
成……一个个文物空间成为公共空间。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文物得到活化利
用，传统的历史格局和城市风貌正悄然恢复，
整体保护下的老城正在复兴。”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局长助理龚钊说。

“这张金名片必将更加闪亮”

疏解整治促提升、街区整理、背街小巷
整治……自 2017 年起，通过一系列行动，
最多时有 200 多家酒吧的什刹海终于静了
下来，回归老北京味道。

“我们正让胡同静下来、慢下来。”北京
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工委书记海峰说，“什
刹海正在探索一条老城疏解整治提升、人
居环境改善、街区有机更新与历史文脉保
护有机结合的路子。”

北京老城的变化，源自全社会的共建
共治共享。一张共建网正越织越密：东城区
有 1030 名街巷长、2064 名小巷管家，西城
区有 1392 名街巷长、2896 名小巷管家，天
天下“绣花功夫”……

5 月 21 日上午，前门草厂四条 44 号
院内，一阵铃声过后，小院议事厅又一次开
张，包括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巷长、小巷管
家、居民组长、居民代表共同商议垃圾分类
大计。

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
民办、民事民评，在社区协商共治下，曾经
的历史水系三里河得以恢复。小路弯弯，溪
流潺潺，成为京城一处胜景……

目睹巨变，62 岁的居民丁淑凤说：
“屋外有花有草有鱼缸，院内有了雨污分
离、用上了全电厨房，现在家家过上了品
质生活，天天在三里河边走一走，别提多
自在了！”

北京，是一座见证历史沧桑变迁的千
年古都，更是东西方文明相遇和交融的国
际化大都市。“我们提出既要改善人居环
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
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石晓冬说。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而历史文化遗产的
一个集萃地就是老城。

“通过不断推进保护工作，北京老城这
张金名片必将更加闪亮。”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副主任周楠森说。

目前，一系列工作正在推进中：
——从 2019 年年初，北京市住建委和

东城区、西城区共同启动历史文化街区直
管公房申请式退租，愿意走的对接共有产
权房或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愿意留下来
的，走的人腾出了空间，对于留下来的居民
来说，居住条件也是改善。

从西城区菜市口西片到东城区北二里
庄，申请式退租和街区更新工作稳步推进，
更多住在老城区的居民看到了日子改善的
希望……

—— 2020 年年初，北京市西城区发布
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计划，希望借助各
方智慧和资本开发利用歙县会馆、晋江会
馆、梨园公会等 7 处腾退文物建筑，把文物
资源开发出来……

“我们要留住北京城的‘根’与‘魂’，让
老北京人、老北京文化在北京城长长久久
地生活、发展下去，延续千年古都的精气
神。”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说。

北京：老胡同里的新生活

公安部 28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
上半年，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0 . 1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9 . 2 万名，同比分别
上升 73 . 7%、78 . 4%。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
触”式新型网络犯罪快速上升，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了多轮打击整治行动。高压之下，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为何屡禁不绝、边打边冒？面对诈
骗分子层层伪装、环环设套，老百姓应该如何
识别骗局，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随着群众生产生
活加速向网上转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应
高发多发：一些网民有的因申请贷款被诈骗；
有的被诈骗分子谎称“兼职‘刷单’可以赚钱”
诈骗；有的在网上购物被冒充客服的人员诈
骗；有的因网络交友、网络赌博被诈骗。此外，
冒充公检法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仍然使不少
群众上当。据了解，以上 5 类案件占目前全部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比重超过 70%。

例如在贷款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引诱被
害人登录虚假贷款网站或下载 APP，然后仿

照正规贷款平台流程，要求受害人填写相关
个人信息，最后再以交纳手续费、保证金为
由，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

在虚假购物类诈骗中，诈骗分子以低价
推销商品、服务，再以手续费、订金、预付款
等理由要求受害人先付款，待收到钱后，将
被害人联系方式“拉黑”或者直接失联。

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在各种 QQ 群、微信
群、招聘网站中发布兼职信息，声称招募兼职
网络“刷单”，以高额佣金为诱饵诱骗当事人
上钩。第一次小额的佣金往往会兑现，待当事
人“刷单”金额较大时，诈骗分子就会以系统
卡单、错误等理由不予退还本金。

公众应当如何提防这些形形色色的电信
网络诈骗活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二级巡视
员郑翔介绍了几个“小贴士”：广大群众要牢
记，凡是“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不要相信；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的不要相信；
凡是“退款退税需要先打钱”的不要相信；凡
是“网络购物以手续费、订金、预付款等理由
要求先付款”的不要相信；凡是“自称公检法
电话要求转账”的不要相信。同时，不轻易登
录陌生网址链接、不轻易添加陌生 QQ 和微
信、不轻易下载陌生 APP、不向陌生账户
转钱。

“黑灰产”推波助澜

诈骗群体“裂变”趋势明显

近年来，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

犯罪持续高发，已成为上升最快、群众反映
最强烈的犯罪。郑翔介绍，当前，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发案总量不断上升；犯罪团伙大
多隐藏在境外；作案手法组织化、智能化程
度不断提高；诈骗团伙作案目标性强；为诈
骗团伙提供服务的“黑灰产”在不断扩大。

互联网时代，“非接触”式作案大大降
低犯罪成本，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群体呈现
逐步泛化的特点。“今天还是员工，明天就
成团伙老板。”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
分局民警孙敏虎说，诈骗群体“裂变”趋势
明显，一个诈骗集团被解散或被打掉后，其
他“员工”迅速招兵买马，成立若干新的诈
骗团伙，继续实施诈骗。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刘
益表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施的对象
从不特定向特定转变，对受害群体进行精准
分析，甚至出现“个性化定制”的诈骗手法。

庞大的“黑灰产”也是电信网络诈骗迅
猛发展的幕后推手，为诈骗集团提供大量
公民个人信息、手机卡、银行卡以及洗钱套
现、市场营销、技术支撑等服务。公安机关
侦破的多起贩卖“两卡”专案中，抓获的犯
罪嫌疑人多达成百上千人、缴获“两卡”数
量有的以吨计。

打击力度前所未有

高发类案件得到遏制

近几年，全国开展了多轮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记者采访
发现，各地全力推进打击、治理、防范工作，
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2019 年，全国公
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0 万起、
抓获嫌疑人 16 . 3 万人，同比分别上升
52 . 7%、123 . 3%。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介绍，
2020 年以来，公安部继续组织开展专项打
击，坚持立足境内，全力铲除诈骗窝点，重
拳整治“黑灰产”，加强预警防范。今年上半
年，面对网络贷款、网络“刷单”、“杀猪盘”、
冒充客服等 4 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公安机关共捣毁窝点 2460 个，抓获嫌疑人
1 . 9 万名，破获案件 2 . 3 万起，高发类案件
得到有效遏制。

在严厉打击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服务
的“黑灰产”犯罪方面，公安机关共捣毁犯
罪窝点 7200 余个，查处“黑灰产”犯罪嫌疑
人 3 . 2 万名；对诈骗窝点集中、“黑灰产”
泛滥、行业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域实施红黄
牌警告和挂牌整治制度，压实地方主体责
任，铲除犯罪土壤。

此外，公安机关强化技术反制和资金拦
截，累计拦截诈骗电话 1 . 2 亿个、封堵诈骗
域名网址 21 万个，为群众直接避免经济损
失 666 亿元，“96110”反诈预警专号累计防
止 561万名群众被骗。

（记者熊丰）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诈骗手法花样翻新 “黑灰产”推波助澜
高压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观察

  

 

图①：5 月 13 日拍摄的 69 岁的居民
崇宝才在修缮一新的北京市东城区雨儿胡
同 30 号院内。

图②：6 月 7 日拍摄的市民和游客在
北京市东城区三里河参观游览。

图③：6 月 10 日拍摄的市民在北京市
西城区“广阳谷”城市森林内游玩。

图④：腾退修缮中的沈家本故居。
图⑤：6 月 10 日拍摄的沈家本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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