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1.11.11 星期四 编辑 施歌 校对 曹晓雨 国内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记者赵文君）市场监
管总局会同中央宣传部、中
央网信办、教育部、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资委、
广电总局近日研究出台《关
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
的通知》，就做好校外培训
广告管控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出，严格落实有
关政策文件要求，不区分学
科类、非学科类，要确保做
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
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

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
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
园）的校外培训广告。要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对主流媒
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
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
线下空间校外培训广告开
展全面排查，清理存量、杜
绝增量。

通知要求，组织传播平
台自查，加大监管力度。要
求相关传播平台全面梳理
在播、在刊广告，发现校外
培训广告立即停止刊播。

要加大校园内及校园周边
环境整治力度，严厉查处在
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
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
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
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
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
广告的行为。要畅通举报投
诉途径、加大线索梳理和广
告监测力度，及时发现、制止
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

通知提出，强化广告管
控与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管
理的协同。市场监管部门

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将校
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对校
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专
项检查的范围。对于违反
政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
告的校外培训机构，要加大
对其日常监管力度和随机
抽查频次。要将校外培训
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对
其相关资质管理的重要内
容，对于多次违规发布校外
培训广告或者发布虚假违
法校外培训广告情节恶劣
的，要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八部门下文：

全面排查清理校外培训广告

据新华社南昌 11 月 10 日电
（记者李美娟、袁慧晶）截止到9月
底，全国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
到13.6亿；NB-IoT已在水表、燃气
表、消防烟感和电动自行车防盗4
个行业实现千万级规模连接……
这是记者从“2021江西国际移动
物联网博览会”上获得的信息。

本届博览会于 11 月 8 日至 9
日在江西鹰潭市举办，以“智融万
物 数赢未来”为主题，设移动物联
网峰会，同步举行5G+物联网创新
等6场分论坛及物联网产融对接
会、应用场景体验等活动，并发布
江西省移动物联网应用优秀成果。

我国已提出建立 NB-IoT、4G
和 5G 协同发展的移动物联网综
合生态体系。工信部信息通信发
展司副司长刘郁林在会上介绍，
从基础设施来看，NB-IoT已实现
全国主要城市乡镇以上区域连续
覆盖，4G网络实现全国城乡普遍
覆盖，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市、
超过 97%的县城和 40%的乡镇。
截止到9月底，全国移动物联网终
端用户达到13.6亿，比去年底增长
了19%，形成了智能制造、智慧交
通和智慧公共事业三大主要应用
领域。

我国移动物联网
终端用户
达到13.6亿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10 日
电（记者贾立君）10日，内蒙古自
治区公安厅宣布，自治区公安厅
经侦总队联合乌兰察布市公安
局，成功破获一起涉案总额高达
8.53 亿元、涉及全国 41 万余名参
与者的特大传销案。

今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公安
厅经侦总队发现，当地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初某、纪某、初某某等
人的农业银行账户有大额可疑资
金交易，涉嫌传销犯罪。

经查，该公司以高额奖励为
诱饵，引诱他人充值购买冷敷凝
胶、常长清复合雪莲果液、劲风友
海洋生物液、古痹通等产品成为
会员，从而获得推荐下线的资格，
并将会员分为 VIP 会员、中级会
员、高级会员、总代会员等12个级
别。然后，根据发展下线会员的
人数和销售业绩给会员返利，形
成金字塔式层级关系，骗取财物。

据办案民警介绍，从2020年
初至 2021 年 8 月，该传销组织通
过线上 App疯狂敛财 8.53亿元，
引诱全国31个省区市的41万余名
参与者成为正式会员。近期，警
方在6个省份抓获犯罪嫌疑人35
名，共计追赃挽损2.65亿元，查扣
犯罪平台后台数据等犯罪证据若
干。目前，自治区检察机关已批
准逮捕 19人，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41万余人参与
涉案总额8.53亿元

内蒙古警方破获
一起特大传销案

这是 11 月 10 日拍
摄的第四届进博会闭幕
新闻通气会现场。

当天，第四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新
闻通气会在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举行。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
成海介绍，本届展会成
果丰硕，亮点纷呈。按
一年计，第四届进博会
累计意向成交 707.2 亿
美元。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第四届进博会
累计意向成交
707.2亿美元

熬最深的夜抢最大的
红包，用最快的手速成为第
一波“尾款人”……今年的

“双十一”，火热的购物狂潮
依旧。

从仅为 1天的购物节，
到如今持续1个月的超长购
物周期，“双十一”逐渐脱离

“仅此 1天”的时间限制，已
然成为强劲消费力的代名
词，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的
蓬勃生机。

走过12年的“双十一”
依然火热

今年10月 20日至 11月
8 日，小红书上包含“双十
一”关键词的笔记发布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115%，搜索量
同比增长近70%。

从最初的限时折扣满
减，到堪比奥数的打折优惠
公式，再到预付款后深夜守
候的“尾款人”，“双十一”的
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

9月底，天猫就曾对外
公布今年“双十一”新品策
略。据天猫官方数据，11月1
日0点至24点，“双十一”开
门红首日，天猫快速消费品
事业部成交破亿元品牌64
个，其中破5亿元品牌14个。

10月31日晚，京东也发
布“双十一”启动战报，晚8
点开始的 4 个小时内售出
商品超1.9亿件，超500个服
饰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 3
倍以上，京东家电整体 1小
时成交额超去年全天。

不变的“双十一”
变化中的购物节

自 2009 年 11月 11日首
个“双十一”诞生以来，这一
全民购物节日已走过 12个
年头。周期变长了，玩法增
多了，过多的“套路”也正在
逐渐规范，“双十一”正慢慢
发生变化。

10月 20日，今年“双十
一”的预售就拉开了帷幕。

从最初的 1天延长至 1
周，再到1个月，“双十一”购
物战线越拉越长，但消费势
头似乎并未因此显出颓势。

在拼多多新消费研究
院研究员陈辰看来，经济形
势稳中向好，消费者信心指
数趋势上涨，大众消费需求
的提升和消费能力的持续
释放是网购消费活力不减
的主要原因。“中国消费市
场的规模性增长和结构性
升级，为平台的孵化与发展

提供了充足的土壤。”
近两年，“双十一”总离

不开预售的优惠模式，而深
夜付尾款的设定更是饱受
网友诟病，仅“为什么付尾
款总在深夜”这一热搜的阅
读量就高达5.5亿。有网友
吐槽这是商家为促销而刻
意营造的消费紧张感，但也
有“晚睡星人”认为，“深夜
和网购才最配”。

与往年不同，今年有平
台修改购物新玩法，例如京
东将付尾款的时间提前了4
个小时，消费者在10月31日
晚上8点即可开始付尾款。
拼多多则采取简单直接、直
抵底价的策略，拒绝“付尾
款”环节。“我们主张‘每天都
是双十一’。”陈辰介绍。

网友们的消费意识也
越发理性。小红书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与“省钱”相
关的词汇搜索量，今年比去
年同期增长122%，与“双十
一”产品避雷攻略相关的笔
记发布量同比增长约3倍。

从“双十一”看中国市场
的活力与理性

在国内市场强大需求
驱动下，12 年前催生出的

“双十一”一直以来都是商
家的大促狂欢，也是让消费
者享受快乐购物的节日。

不知不觉中，“618购物
节”、“1212 购物节”、上海

“五五购物节”、北京“六六
购物节”……各种购物促销
节日也纷纷诞生。

容纳众多购物狂欢节
的中国市场，依然呈现巨大
潜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网
上零售额 61133 亿元，同比
增长 23.2%。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50263亿元，
增长18.7%。在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的新常态下，网
络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是
其中重要一环。

“不论市场需求如何火
热，要实现商业的信心提升
和内需的拉动，关键还是看
企业和平台经营者能否制
定简单的优惠措施，商家能
否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和
优质的售后服务。”中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说，“各方
都应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
路，为消费者提供真正的消
费实惠。” （据新华社）

不变的“双十一”变化中的购物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