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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天下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 / 宋春芳 版式 / 张锦萍 校对 / 王静 梁琦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进校
外培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一些地方
出现了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入“地下”或
以“高端家政”“住家家教”“游学研学”等
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隐形
变异”问题，严重干扰政策执行。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到2023年6月，各地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现
机制、查处机制基本建立，部门和地区协
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得以完善，隐形变异
违规培训态势得到较好控制。到2024年
6月，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的长

效机制得到健全，治理工作态势持续向
好，隐形变异培训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
保“双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构建动态排查机制 减少违规培训发生

2021年7月24日，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坚持从
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业内称
之为“双减”政策。

随后，各地加快了对于各类违规校
外培训机构的查处整顿步伐。

《意见》总结地方治理经验，将整顿
的重点放在加大对违规校外培训的场地
经营、房屋租赁等环节方面的监管上，提
出要充分发挥社区（村）的综合管理功
能，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纳

入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系，减少
违规培训发生。

《意见》指出，构建街道（乡镇）、社区
（村）动态排查机制，建立包保责任制，防
止隐匿在居民楼、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
展违规培训。强化房屋产权人、受委托
管理单位的管理责任，明确不得将房屋
租借给无资质机构或个人开展校外培
训，并依托楼长开展网格巡查，防范在商
务楼宇和出租房屋发生违规培训。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 部署专项治理行动

教育部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4月30日，各地已有10.99万家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监管与服务平
台监管。

然而，在这场校外培训行业“大洗

牌”的同时，有一小部分违规教培机构通
过“改换马甲”的方式“潜伏”下来，以“高
端家政”“高级保姆”等方式，“改头换面”
地继续违规从事教培业务，与监管部门
玩起“猫捉老鼠”游戏。

对此，《意见》有针对性地提出，抓住
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等
重要时间节点，部署排查检查和专项治
理。对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楼宇、居民
小区等重点场所进行管控排查。聚焦机
构和个人以“一对一”“住家教师”“高端
家政”“众筹私教”以及各类冬夏令营等
名义违规开展培训、面向3岁至6岁学龄
前儿童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违规开展
普通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中小学在职
教师有偿补课等重点问题开展排查整
治。 据《法治日报》记者 万静

十二部门联合发文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

严禁任何形式的“住家家教”推介行为

消费是观察中国经济的晴雨表，消
费数据的变化，折射着中国经济的脉
动。多个部门与支付平台日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里，我国
出行旅游火爆，城市商圈客流量增多，春
节档掀起观影热潮……供需两旺的消费
市场，展现着中国经济的旺盛活力与消
费信心的持续回升。

随着我国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2023 年春节出行需求火热。1 月 21 日
至 27 日，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
发送旅客约 2.26 亿人次。返乡潮成功
带动返乡消费，支付宝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金额较
去年春节增长近 20%，涨幅超过一二线
城市。

返乡团圆之余，出行旅游也迎来小
高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
人次，同比增长23.1%。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

支付宝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

间通过该平台搜索“酒店预订”的数量
较去年增长 6 倍，酒店消费支出增长 8
成。云南、西藏、广东、陕西、福建的热
门旅游城市酒店消费数据醒目，增幅
均超 200%；张家口、西双版纳等热门旅
游地景区消费金额较去年增长超 10
倍。

春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持续
火爆。其中，香化、精品等免税商品成为
销售“爆款”。据海口海关统计，1月21日
至 1 月 27 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
购物金额 15.6 亿元，比 2022 年春节假期
增长 5.88%；免税购物人数 15.7 万人次，
比2022年春节假期增长9.51%；人均消费
9959元。

旅游出行火热的同时，更多人春节
不再“宅家”，选择走进商超、餐饮，线下
消费有所升温。商圈的火热消费在支付
宝数据中也有体现。支付宝数据显示，
春节期间北京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超 1412.7 万人次，超市、餐饮、电商等企
业销售额较疫情前同期增长13.7%；杭州

湖滨银泰in77、杭州武林商圈、长沙五一
广场等知名商圈火热异常，消费增速位
居全国前列。

此外，春节假期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丰富。2023 年春节档票房达 67.58 亿
元，取得我国影史春节档票房第二的成
绩。

消费活力的不断释放正提振着全
球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日前，一些外国
投行纷纷上调中国 2023 年经济增长预
期。

1 月 28 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亮出多重举措，释放
出促进经济稳步回升的积极信号。会
议指出，要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
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济主拉
动力。

展望未来，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
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从大趋势看我国
处于消费升级阶段，短期因素干扰不会
改变人们消费需求的整体提升。同时，
我国就业基本盘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温和上涨，内需规模继续扩大，依托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有力政策支持，中国
经济发展潜力将不断释放。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记者 张千千

从春节支付大数据看消费信心回升

消费信心回升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新春招聘
助就业

1月29日，求职者在湖
北省襄阳市举行的“春风行
动”新春大型招聘会上了解
岗位信息。

新春伊始，多地举行人
才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者
前来应聘。

新华社发 谢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