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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转账缴费、处理罚单、买火车

票……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习惯用手机APP处理各种事务。

同时，也有不法分子利用APP进行网络

诈骗。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APP主办

者应当依照规定履行备案手续。专家

认为，新规为APP诈骗等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有利于促进移动互联网行业规范

健康发展。

把高等数学课堂录成视频课程、用短视频讲透中学物理实验、

在网络平台普及科学原理……随着越来越多的教师、专业创作者

“触网”成功，网络平台上的“知识博主”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

式为网友们隔空授课，有效促进知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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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谷业凯） 近日，自
然资源部出台《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测绘
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 更好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将开
放基础数据资源，加工和编制多尺度、多
类型的公众版测绘成果，推动测绘地理信
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目标是在“十四五”
期间，实现 95%的用户使用公众版测绘地
理信息成果。

制度创新方面，《意见》提出，将探索
建立测绘地理信息数据产权登记、流通交
易、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规范测绘地理
信息数据管理、流通和使用。建立测绘地
理信息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制定地理
信息数据流通和交易负面清单。建立健全

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和收益分
配机制，鼓励更多社会力量进行增值开发
和利用。

着力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意见》提
出，加快推广使用安全可信的地理信息技
术和设备，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推动
地理信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
社会力量依法依规采集处理测绘地理信息
数据，加大数据要素供给。优化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北斗导航定位、数字
地图、遥感等测绘地理信息与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特色服务出口基
地建设，支持测绘地理信息企业拓展国际
业务。

中国将推动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近年来，咖啡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逐渐流行，这座东北边陲小城常住人口约68
万人，但登记注册的咖啡馆就超过540家。图为延吉一家餐饮公司的负责人黄春善在用手机展示
科普咖啡知识的短视频。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8 月 29 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钱塘江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新馆（之江馆区）正
式开馆，其专门设立的数字化展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感受“数字文物”的
独特魅力。据了解，数字化展厅通过3D数字空间建模、数字孪生、实时云渲染等技术，能
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观看数字文物，从而推动数字文博创新融合发展。图为观众在数字化
展厅内沉浸式观看“数字古画”。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把课堂搬进屏幕

打开山东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副
教授宋浩在某平台上传的“《高等数学》同济版
全程教学视频”系列视频的第 1 集，页面左下
角的播放数据显示，有300多人“正在看”。这

部由154个分集构成，总时长超过76小时的高
等数学教学视频累计播放量已达到 1.1 亿，网
友边学边互动，留下了233.6万条弹幕，“认真
听课做笔记了”“打卡高数学习第一天”等弹幕
不断从屏幕上划过。

谈起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博主”的缘起，
宋浩说，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向他求助的学生
学会《线性代数》。从最初的录音笔，到二手

索尼 DV，再到高清摄像机和手写屏，9 年时
间里，宋浩的“教学设备”越来越专业，教学
内容也逐步拓展，网友可以跟随他学到大学
数学相关的线性代数、微积分、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等。

同样把课堂搬进屏幕的还有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教授赵斌。他上传的景观生态学、自
然地理学系列视频为很多计划考研的学生提供
了学习资料。除了课程内容的讲解，赵斌还将
学生们在通识课程《生态学：管理大自然的经济
学》中所做的期末视频作业也收录在他的个人
主页。在赵斌看来，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学
生看待生态学相关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这种
跨时空、跨专业、跨年龄的讨论，也许更能激
发学生的讨论热情。

满足多元内容需求

“现在有很多中学教师在短视频平台上开
设账号，用视频讲解相关学科的知识点，直
观、有趣，很多家长都关注了他们的账号。”家
住北京市海淀区的杨女士说，她每天会带着孩
子刷一些物理、化学类短视频。

“十节干电池，铅笔芯夹在鳄鱼钳之间，
点燃蜡烛放在瓶中，盖上拧紧，蜡烛熄灭接
通电源，发出耀眼的白光，这个原理是电流
的热效应。”抖音博主“光头强老师”是辽宁省
抚顺市的一名初中物理老师，他把课堂上的
物理实验讲解过程拍成短视频，不仅在几十
秒的时间里讲透了实验背后的原理，还能结
合实验现象阐释人生哲理，吸引了300多万网
友关注。

除了学校教师，还有很多专业机构和科普
创作者也在各自熟悉的领域精耕细作，普及知
识，解答提问。看“中科院物理所”风趣活泼的
科普视频，学各大高校丰富多彩的直播公开
课，观“故宫博物院”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刷
医生、读书博主等专业创作者的知识分享，已
成为众多短视频用户的“学习日常”。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抖音万粉
知 识 创 作 者 数 量 已 超 过 50 万 ， 同 比 增 长
69.6%，其中生活知识、人文知识、科普知
识、机械知识、科技产品是万粉创作者数量增
速较快的领域。

《博物》杂志副主编、《中国国家地理》融媒
体中心主任张辰亮的账号“无穷小亮的科普日
常”在各平台的粉丝总数超过了 3500万。他的

“网络热门生物鉴定”系列视频在抖音平台的播
放量达到17.7亿次，在视频中，他不仅会科普
在网络平台上引发关注的热门生物，还会解答

网友们在私信里对他的提问，许多网友跟着他
学到了生物知识。

“银发知播”感动中国

在众多“知识博主”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群
体——“银发知播”。他们虽已退休，离开了原
先的工作岗位，但依然借助互联网平台发光发
热，传授自己毕生所学。今年初，他们之中平
均年龄77岁的13位代表获评“感动中国2022年
度人物”集体奖。

74岁的杨维云是安徽省淮南市一名退休小
学语文教师，大半辈子都在教孩子辨音识字。
从 2021 年起，她在家里支起手机、架上黑
板，开始了网络拼音教学。如今，不少网友跟
着杨维云学拼音、读三字经、背古诗。

82 岁的退休电工教师王广杰的直播间
里，聚集了很多对电子电路感兴趣的观众，
最多的一次单场观看人数超过 40 万。遇到自
己解答不了的问题，王广杰会“连麦”直播间
里有经验的电工、专业研究生。除了讲解电
学知识，王广杰还常在直播间里讲科学家的
故事。

从学校教师到“银发知播”，从专业机构到
科普创作者，他们正用“和蔼可亲”的视觉化
形式，让曾经仅见于书本纸张的知识送到用
户面前。专家认为，短视频和直播在本质上
推进了共享共创，平台方和“知识博主”应互
相协作，拓宽知识传播路径，改善知识传播
环境，用优质知识类视频为用户提供更多内
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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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式”APP成诈骗工具

近日，江西的小张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称可以为小张提
供低息贷款，这给着急用钱的
小张带来“希望”。然而，对
方 要 求 小 张 下 载 一 款 网 贷
APP，经过一系列验资操作，
小张银行账户的钱不增反降，
才发现自己落入了犯罪分子的
诈骗陷阱。

随 着 移 动 互 联 网 快 速 发
展，APP 已成为互联网信息服
务的重要载体，但也为网络诈
骗提供可趁之机。据了解，一
些诈骗分子仿冒金融平台，推
出大量“李鬼式”APP，以相似
标志和产品介绍以假乱真，以

“小额返利”等诱导网民访问下
载，进而实施诈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
院副教授李小波表示，虚假网贷
诈骗中，犯罪嫌疑人一般通过网
络、电话、短信等方式发布办理
贷款的广告信息，在被害人下载

安装网贷 APP 后，冒充银行、贷
款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被害人，以
收取手续费和缴纳年息、保证
金、税款、代办费等为由，诱骗被
害人转账汇款。

如今，诈骗APP隐蔽性和欺
骗性在增强，犯罪分子经常通过
更换涉诈APP名称、域名等方式
卷土重来，批量制作APP来实施
诈骗。还有的 APP 打着“元宇
宙”“区块链”等高科技的幌子对
用户实施诈骗，致使部分用户遭
受损失。据了解，不少APP诈骗
背后是一条“非法发币、包装程
序、骗人入局、收割牟利”的黑色
产业链，此类APP通常以短期高
回报为诱饵，大量招揽玩家购买
虚拟币参与游戏，虚拟币涨跌实
际上由不法分子操控。当资金
盘达到一定金额时，他们便会下
线跑路。此外，许多含有色情等
违法内容的 APP 开始侵蚀手机
用户的生活。据了解，即便国内
应用商店早已禁止这类含有不
良内容的APP上架，但是不法开
发者会等用户下载安装后，再将
其内置的内容替换为违法色情

内容。
“非法APP大都绕过审核部

门，‘点对点’向用户推广，难以
及时受到监管。”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晓蕾认
为，人们应提高警惕，监管机
构须改善监管形式，加大监管
密度。

用户应细辨真伪

如 何 有 效 打 击 违 法 APP，
促 进 互 联 网 行 业 规 范 健 康 发
展？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开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备
案工作的通知》（简称《通知》）为
这一问题给出解决方案。

《通知》要求，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互联网信息服
务的 APP 主办者，应当依照相
关规定履行备案手续，未履行

备案手续的，不得从事 APP 互
联网信息服务。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3 月底，通知发布前开
展业务的 APP 向其住所所在地
省 级 通 信 管 理 局 履 行 备 案 手
续。2024 年 4 月至 2024 年 6 月
底 ， 电 信 主 管 部 门 将 组 织 对
APP 备案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对仍未履行备案手续的 APP 依
法进行处置。

业内人士认为，新规将有
利于对国内手机 APP 的统一管
理，可以预见，新规实施后利
用手机 APP 诈骗等问题将得到
改善。相关部门应进行联合执
法，严肃查处一些 APP 给使用
者造成经济损失和传播违法内
容的情况。同时，用户在使用
APP 过程中，尤其遇到要求转
账汇款等情况时，应仔细分辨
真伪，不轻易接受对方指令，
谨防上当受骗。

近日，安徽省含山县公安局花山派出所联合县局反诈小分队走
进社区，开展以“反诈进社区‘警社共治’保平安”为主题的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宣防活动。图为含山县公安局民警演示下载国家反诈 APP
方法。 冯善军摄 （人民图片）

提高警惕，加强监管

履行备案手续，促APP规范发展
海外网 武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