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观众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参观。暑期以来，河南省各地的博物馆迎来众多参观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参观学习，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度过富有意义的假期。
新华社发

8月11日晚，游人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博物馆内观赏壁画。

夏夜时分，河南省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应天门遗址博物馆灯火

辉煌，热闹非凡，满目的人间烟火再现千年古都繁华盛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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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人代表被骗子利用人工智能“换
脸”技术诈骗430万元，某单位一工作人员被“假
领导”诈骗近98万元……近期，多起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各地各部
门不断加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力
度，有效遏制了案件快速上升势头。然而，仍有
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不断翻新手段实施诈骗，让
受害人蒙受损失，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

冒充身份类、虚假网络投资
理财类、刷单返利类等诈骗高发

前段时间，南方某地一市民接到自称是某公
安局“王警官”的电话，称其涉嫌一起洗钱案件。
为博取信任，对方还以视频通话方式向其展示

“自己”身着警服以及“公安局”内部环境的画
面。就在这位市民准备转账至所谓“安全账户”
时，警方接到预警信息及时进行阻止。

“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情
况。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一些犯罪分子
利用最新技术，通过恶意剪辑、换脸变声、搭建虚
假‘镜头环境’等手段，伪造视频内容，混淆视听，
诱骗受害人上当。”奇安信集团行业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裴智勇说。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消息，当前，冒充电商物
流客服、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以及刷单返
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等 10种类
型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占发案的近80%。

——冒充身份类诈骗突出。
犯罪分子常常使用受害人领导、熟人的照片

和姓名等信息包装社交账号，以假冒身份添加受
害人为好友，随后模仿领导、熟人的语气骗取受
害人信任。之后以有事不方便出面、时间紧迫等

理由要求受害人尽快向指定账户转账。此外，客
服、公检法工作人员等也是诈骗分子常常假冒的
身份。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造成损失金
额最大，占造成损失金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例如，受害人于某反映，被诈骗分子拉入“投
资”群，看到其他人在某款APP投资获利，便下载
了该APP。看到小额投资都成功盈利并顺利提
现，于某继续投资了数百万元，不久后发现余额
无法提现并被对方拉黑，才知被骗。

——刷单返利类诈骗发案率最高，占发案的
三分之一左右。

此类诈骗通常以网络兼职刷单为名，诱导受
害人预先垫资，并以事后结算款项为由，最终骗
取更多笔垫资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教授刘为军说，刷单返利类诈骗已演化成变种最
多、变化最快的一种主要诈骗类型，成为虚假投
资理财、贷款等其他复合型诈骗以及网络赌博等
违法犯罪的主要引流方式。

诈骗为何屡屡得逞？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有关部门
深入摸排、重拳出击。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
件46.4万起，缉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和
骨干351名。2022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开展多次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区域会战，共打掉犯罪窝
点5100余个。

高压之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何屡禁
不绝？

首先是犯罪分子作案手法智能化程度不断
提高，对受害群体分析更加精准。记者进入一个
所谓“机器人群”，在相关界面中输入自己的电话

号码后，弹出QQ号、微博账号地址等个人信息。
获取完整信息，仅需支付价格约等于1元至10元
不等的虚拟币。

办案人员表示，个人信息泄露是诈骗的根
源。网络黑客会把非法获取的金融、旅游、求职
平台的个人信息进行整合，形成专门的数据库并
不断更新。诈骗人员得到这些信息后，通过数据
对诈骗对象进行人物画像，实施精准诈骗。

同时，电信网络诈骗分工日益精细化，“黑灰
产”推波助澜。记者调查发现，在电信网络诈骗
链条上，每一环节都寄生着一批提供“专业服务”
的“商家”，通过辅助犯罪获利。

“一些组织和个人专门为诈骗集团提供买卖
电话卡和物联网卡、推广引流、技术开发、转账洗
钱等服务，增加了骗局的迷惑性和防范打击难
度。”厦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
心民警洪恒亮说。

此外，诈骗人员跨境作案，手法日趋高科技
化。“随着国内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诈骗人员
把窝点转移至境外，使用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
操作更简单的新型‘简易组网GOIP’设备，操控
境内手机拨打诈骗电话，具有很强的伪装性，老
百姓很难分辨。同时，也给执法取证等带来巨大
挑战。”一名办案人员表示。

强化事先预防和协同治理

受访人士表示，遏制电信网络诈骗不能仅依
靠事后打击，必须强化预警防范和源头管控，提
升优化技术防范手段，加强国际合作，不断铲除

“黑灰产”土壤，斩断犯罪链条。
“您好，我是上海市反诈中心民警，您刚刚可

能接到一个疑似电信网络诈骗的电话，现在对您
进行预警提示……”在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民警正在进行预警劝阻。
“我们通过搭建预警数据模型，有效监测疑

似电信网络诈骗电话和短信，并针对低危、中危、
高危潜在被害人采取分级、分类联动劝阻。”上海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九支队情报综合大队副
大队长朱光耀说。

反诈工作不仅在前端劝阻上下功夫，还要在
后端资金止付止损机制上有所建树。“接到报警
后，我们会立即启动资金紧急查询止付工作机
制，对涉案资金封堵拦截，快速冻结资金。”洪恒
亮说。

专家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往往是环环相扣的
犯罪链条，立足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才能不断挤
压犯罪空间，铲除犯罪土壤。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
等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强APP全链条治理，

持续推进针对涉诈电话卡、物联网卡等的“断卡
行动”；中国人民银行深入开展涉诈“资金链”治
理；公安部集中捣毁一大批为境外诈骗集团提
供支撑服务的犯罪团伙，依法严惩一大批境外
诈骗窝点回流人员和从事各类“黑灰产”的犯罪
嫌疑人……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和治理是‘攻防对抗’关
系。”刘为军说，在犯罪手段和方式不断升级的情
况下，要大力推动反制技术的研发应用，通过抢
占技术高地来挤压犯罪空间。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繁多，公众要提高
风险防范意识，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
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平安银
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主任颜恒说，遇到疑似电
信网络诈骗时，要多方求证核实，并及时向公安
机关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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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入口处观众队伍蜿蜒曲折排成长龙，
展厅内人头攒动……今年暑期，不少博物馆成
了众多游客和市民的“网红打卡地”，人气火爆，
参观一票难求。

过去显得有些高冷的博物馆，为何持续升
温？“博物馆热”会成为“一阵风”吗？“新华视点”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近日，记者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刚开馆
不久，已有大量观众在门口排队等待参观，展厅
内挤满了来自各地的游客。11岁的马悦宸由外
婆刘琴陪着参观。“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参观博
物馆是个很好的暑假学习方式。”刘琴说，一个
博物馆就是一部文明史，多看看博物馆可以让
孩子从小就在心里埋下文化的种子。

“这几周，河南博物院几乎天天满员，观众
每天在 1.2万人次以上，是 2019年同期的近两
倍。”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

“我们每天早上 8点放出七天后的预约，一
般几个小时后就约满了。”苏州博物馆副馆长孙
明利说，苏州博物馆通过安排员工加班等方式
延长闭馆时间至晚上9点，尽可能满足观众的参
观需求。

馆藏文物五万余件的河北定州博物馆，
今年 7月接待量为 4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增
长 186%。

“‘博物馆热’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也
切实感受到了这种热度。”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
常介绍，山东博物馆近期日接待量均在1万人次
以上，7月中旬以来的周六、周日则达2万人次，
大幅超过上半年平均每日 5700 余人次的接
待量。

刘延常说，为更好地服务观众，山东博物馆
每天安排业务骨干轮流到各展厅开展讲解；还
设立“馆长讲解日”，每周二上午选派一名馆领
导进行讲解，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文物和文物背
后的故事。下一步，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
动，让暑期的中学生有更多机会走进博物馆。

随着“博物馆热”的兴起，一些博物馆还发
展了丰富的文博创意产业。

“今年暑期，南京博物院推出10大类共一千
余件文创产品，其中南博院藏文物系列笔记本、
南博院藏文物系列金属书签等尤受欢迎，最高
时单品一天可以售出一千多件。”南京博物院文
创部负责人田甜介绍。

“博物馆热”缘何兴起

记者调研发现，“博物馆热”的兴起，是多重
因素带动的结果，并非偶然。

——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日趋
浓厚，文化需求更加旺盛。

“我是文博爱好者，去各地旅游，一定会去
看看当地的博物馆。置身于博物馆里，仿佛走
入历史深处，来到先人真实生活的环境中，可以
感受到他们的温度和气息。他们的音容笑貌、
喜怒哀乐通过那些真实的器物表达出来，历史
仿佛活了起来。”在山东济南某公司工作的于少
晶说，“我个人最喜欢观看史前、商周直至秦汉
时期的文物，因为我一直对于人类起源、对于在
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如何形成了对我们影响
至今的文明历史充满好奇心。”

“知来处，明去处。”博物馆是连接过去、现
在、未来的桥梁，一件件文物承载着千百年的历
史沧桑，抽象、模糊的历史从而变得具体生动。
浙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说，在“博物
馆热”的背后，是公众与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正在见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参观
博物馆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了解中
华民族的历史底蕴及其创新伟力。

马萧林说，博物馆近年对文物的研究不断
深入，挖掘当中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的传
统文化元素，将其与现代时尚潮流有效结合，形
式、内容都更加有趣，让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以
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青少年“研学热”带动了“博物馆热”。
今年夏天“研学热”不断升温，研学旅行成

为不少中小学生暑期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研学
旅行中，一般都会安排参观博物馆。

“现在我接待的全是青少年团，夏令营、亲
子游、研学团是主力军，参观博物馆是一项主要
活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导游张琳对记者说，
早在今年 4 月份，接团日程就已经排到了 8
月份。

每天下班前，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都要看看当天的观众统计。“孩子的数量特别
大，占暑期观众的 30%以上，有的是随家人来
的，有的是学校组织的。”董宝厚说，“我们很重
视培养青少年对文博知识的兴趣，除了推出流
动宣展车走进全省各地校园，在策展时也注重
融入与青少年的互动体验。”

——一些博物馆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呈现
展品吸引观众。

新石器时期的骨笛，春秋时期的楚国青铜
编钟……在河南博物院，观众除了可以在展厅
观看这些珍贵文物，还可以走进音乐厅，直观
地、沉浸式地感受古代乐器发出的声音和魅
力。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用根据文物复制出
来的乐器，不仅演奏古代音乐，还演奏现代流行
音乐。

3D投影技术让静态的展品动了起来；AR智

能导览眼镜让观众能通过语音指令、视觉识别
观赏文物；智能照明系统根据展品特性，以最佳
的方式展示文物……新技术的应用，拉近了博
物馆展柜中的文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策划展览时，我们尽可能把深藏库房的精
品文物拿到展厅去，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亲眼看
到；通过不断更新内容增强观众的黏性，让观众
每次进入博物馆都能有新的看点。”刘延常说。

如何更好满足观众参观需求

“今后，越来越多的人会把参观博物馆当成
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刘延常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全球共有10.4万家博物馆。据统计，截至今年5
月，我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家。中国博物馆数
量在全球位居前列，但每百万居民拥有的博物
馆数量仍相对靠后。

当前一些热门博物馆过于拥挤、一票难求，
如何更好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

“有更多的游客关注和走进博物馆，这让我
们深感欣慰。但参观博物馆也不是人越多越
好。如果观众过于拥挤，就很难在舒适的环境
中欣赏展品，而且还可能导致展厅空气湿度等
条件的波动，对文物状态保持造成一定压力。”
孙明利说。

孙明利建议，热门博物馆可考虑采用按小
时预约入场、延长开放时间、举办网上“云展览”
等方式，让观众有更好的参观体验，保持博物馆
秩序，保证文物安全。

针对一些“黄牛”倒卖博物馆门票等行为，
业内专家建议，文博机构可采取智能验证、限制
单人最大预约量等技术手段；同时，与公安部门
加强合作，建立“黑名单”制度，打击恶意抢票、
囤票等行为。

山东成武县博物馆收藏有东汉蔡邕书碑刻
等珍贵文物。馆长郭立说，除了那些热门博物
馆，数量众多、独具特色的小众博物馆，可通过
创新策展方式、传播渠道，吸引更多对特定主题
感兴趣的观众，提升“能见度”。

“未来的文博机构还有更多空间可以探
索。”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刘卫华说，比
如，建设残疾人友好型博物馆，让更多的人能无
障碍走进博物馆；与媒体联合策划推出更多与
社会深度互动的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文化
传播作用和文化影响力。

业内人士建议，公众不宜把博物馆当成景
点和游乐场，不必以从众心理去“打卡”；在参观
博物馆前宜提前做好功课，以便在观展时有更
深的体悟；对一些热门博物馆，尽量在暑期高峰
后再前往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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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反诈宣传进工地
8月3日，杭州市人民警察学校反诈宣讲民警为外来务工人员讲解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新华社发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
如何守好“钱袋子”？

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
折射了什么？

参观者在西安半坡博物馆里了解尖底瓶（8月9日摄）。

进入暑期，西安半坡博物馆迎来参观及研学热潮，参观者们在距今6000多年前

的半坡遗址探寻史前文明，并通过钻木取火、制作陶埙等体验项目感受古代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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