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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赛”动辄标榜“国家级”，但“交钱
就有奖”，其背后问题重重。

“违规竞赛！”近期，教育部回应了群众反
映的“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引发
社会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以中小学生和家长
为目标的各类违规竞赛依旧不少。不少“大
赛”动辄标榜“国家级”，但“交钱就有奖”，其
背后问题重重。

噱头噱头
动辄动辄““国家级国家级””拿简历说事拿简历说事

“三大写作赛事之一，‘为学杯’征稿中。”
一家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这样的比赛广告，
引得不少家长跟帖咨询如何参赛。广告中，
宣称“为学杯”作文大赛和“叶圣陶杯”“冰心
杯”齐名，属于“国家级”写作赛事。而当询问
是否还能报名“叶圣陶杯”作文比赛时，其表
示已于2月16日截止了。

这样“高端”的作文比赛广告，不是个
例。还有中介整理出一份“2023 年比赛清
单”，其中更是包含了多个面向全国中小学生
的各类作文、书画比赛。而这些比赛，都被宣
称为“高权威、高含金量中小学比赛。”

五花八门的比赛动辄被宣传形容为“国
家级”“全国性”“高权威”等字眼，有的甚至直
接在比赛中冠以“中国”之名，乍一看噱头十
足。

在中国少儿艺术网上，第十三届中国少
儿书画摄影大赛就正在进行中。从征稿函来
看，参赛主题不限、作品种类不限、作品尺寸
和规格不限、每个学生投稿数量也不限，几乎
谈不上有任何门槛。尽管大赛每年一届，但
每届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赛，全年可随时投稿。

“大赛秉承激励和赏识的教育理念，参赛
作品奖设置丰富。”奖项设置一栏显示，每 1
万幅作品中设特别金奖200名，金奖1000名，
银奖 2500 名，铜奖 4000 名，其余为优秀奖。
在评奖方面同样“慷慨”的还有第十四届“飞
翔中国”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摄影活动。从
征稿函来看，本届获奖作品分设“小艺术家人
才奖”5‰，特等奖 1%、一等奖 25%、二等奖
30%、三等奖30%、优秀奖若干。

参加这些比赛，究竟有什么用呢？咨询
多位负责代报名的“老师”后，他们大多拿孩
子的升学或“评优评先”的简历说事。“主要是
小升初简历优化为主。”“可以丰富简历”。而
也有人直接宣称可以辅助评优评先，“中小学
生简历丰富、评优评先都需要有全国性的权
威赛事证书支撑……照着清单准备起来，杠
杠地靠谱！”

内幕内幕
交钱就有奖交钱就有奖 涉嫌涉嫌““黑竞赛黑竞赛””

这些名目繁多的作文、书画比赛，参赛难
度如何，获奖希望大吗？经过调查，记者发现
多个比赛的难度偏低。至少在宣传环节上，
几乎都是变相“交钱拿奖”。

“小孩以鼓励为主，你们集体的老师可以
进行初评。”记者以培训机构老师的身份咨询
是否交钱就能有奖杯时，第七届“中国希望
杯”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摄影大赛工作人员
言辞闪烁，而征稿函在参加办法中明确表示，
每位参赛作者收取报名费 100 元，组委会将
颁发获奖证书，授予“新时代经典小艺术家”
荣誉勋章1枚，赠送新款保温杯1个，并强调
勋章的正面上方是国徽，下方是天安门和华
表，背面刻有中国希望杯全国青少年书画摄
影大赛字样，高档锦盒包装，极具收藏纪念价
值。

此外，征稿函还提到，凡交纳185元的作
者，赠送荣誉奖杯1个，凡交纳300元的作者，
额外赠送画册一本，并把获奖作品印在画册
上。

“参赛有保底”“最低优秀奖”，这是不少
代报名老师口中的第十九届“为学杯”中小学
作文大赛。两位不同机构的代报名老师均表
示，参与这项比赛，最低都能获得优秀奖，会
有证书、作文书籍。至于参赛，一个报名老师
表示直接进入复审阶段，其发来的团购链接
显示，“复审需缴纳100元费用作为资料费”，
已有153人团购报名；而如果晋级全国决选，
参赛费用则为560元。

第十四届“飞翔中国”全国青少年儿童书
画摄影活动则规定，获奖小作者可预订“水晶
奖杯”，定价为130元；“精美飞翔奖杯”，定价

为180元；“木质获奖牌匾”，定价为140元。
“可以参赛时候交，也可以获奖后再交。”

组委会工作人员称，参赛学生都能获奖，根据
作品来评定等级。培训机构的老师可以在学
生参赛时给出初评意见，组委会评委会参考。

今年1月31日，教育部在官网发布了《关
于共同抵制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活动的提
醒》。其中谈到，凡未列入教育部公布的

《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
赛活动名单》的，均属违规举办的“黑竞赛”。
记者查询以上多个赛事发现，均未入列此名
单。也就是说，以上比赛都是违规举办的“黑
竞赛”。

迷惑迷惑
身份查不到身份查不到 地址也扑空地址也扑空

调查发现，以上比赛不止不在教育部发
布的名单之中，且在身份和相关信息上都有
疑问。有的主办方查不到相关信息，有的电
话是空号，实地探访也扑空。

以第十四届“飞翔中国”全国青少年儿童
书画摄影活动为例。征稿函显示，该活动的
主办单位为中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协会。在协
会概况中，声称协会是经政府批准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然而，记者进入
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社会组
织查询，发现结果中，并没有显示有该组织。

第十三届中国少儿书画摄影大赛，主办

单位为中国少儿艺术教育协会。记者从全国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社会组织
查询，同样没有看到该组织。记者注意到，比
赛的协办单位包括中国少儿艺术有限公司。
在天眼查上搜索，发现该公司于2012年在香
港注册成立。

而第十九届“为学杯”全国中小学生创新
作文大赛的主办方同样让人迷惑。多个比赛
的宣传广告中显示，其主办单位为中国修辞
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为学作文》编辑部。
然而，记者连续多次拨打主办方留下的两个
联系电话，均未能接通。其中一个提示是“空
号”，另一个电话则被 12 人标记为“骚扰电
话”，多次拨打也播放着自动音乐，始终无人
接听。记者注意到，比赛主办方之一的中国
修辞学会读写教学研究会，在官网公布其办
公地址位于朝阳区。但实地探访发现，该地
址藏在一个居民小区内，所在楼层住着多户
人家，但并未见到哪一家门口有悬挂该组织
的办公牌。

回应回应
坚决打击违规竞赛活动坚决打击违规竞赛活动

如何看待各类比赛宣称的“国家级”或
“高含金量”，这些五花八门的比赛是否真能
“优化简历”？对此，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了
北京市朝阳区教委。一名相关负责科室的工
作人员介绍，针对中小学生参与竞赛活动，教

育部此前专门发过文件，文件中的44项比赛
才是正规的，也就是大家口头说的“白名
单”。如果在“白名单”里查询不到相关比赛
信息，“我们是不提倡参加的，学校也不会组
织学生去参加。”

朝阳区教委工作人员说，甄别一项比赛
的真实性和水准，有两种渠道：一是家长自己
在教育部官网上查询，这是公开的信息不难
找。第二，教委也给所有学校做过提醒，明确
提出要求，每一位老师都要知晓竞赛的相关
事宜。“再有疑问，第一时间跟班主任咨询，班
主任会解答。”

对于一些人宣称的比赛可以“优化简
历”，朝阳区教委回应没有这样的事。“所有的
比赛，即使是教育部‘白名单’以内的，也跟招
生入学没有任何关系。”这名工作人员说，网
络上的各类比赛，家长可以自愿参加，最多就
当作给孩子一个展示特长的机会，但与招生
入学无关。

记者注意到，教育部此前也发出通报提
醒家长，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违规竞赛活动普
遍存在收费高昂、管理混乱、质量低下、兜售
奖项、牟取暴利等严重问题，不仅加重学生负
担、破坏教育生态，而且隐藏诈骗风险、侵害
群众利益。教育部将继续会同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对各类违规竞赛活动进行坚决打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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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节气过后，气温加快回暖，外景拍
摄也活跃起来，京城多个影楼的春季儿童
摄影套餐要到6月才能约上。记者走访发
现，有的拍摄套餐“低价引客、后续找补”，
还有的捆绑销售四五万元的“成长套餐”宰
客，让家长直呼拍不起。

预约火爆预约火爆 不少机构春季外拍排期到不少机构春季外拍排期到66月月

“这两年疫情没怎么给孩子拍照，今年
打算趁着好春光给孩子拍个外景照。”最
近，不少家长准备给孩子拍个春季的摄影
套餐，摄影行业也迎来复苏。记者近日走
访了多家儿童摄影机构，春季外景套餐成
了店内主打，预约火爆。

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的一家儿童摄影连
锁店内，店员热情地推销着，家长可以选择
花海、树林等常规拍摄场景，也可以选择价
格更贵的马场、农场等“定制场景”。这位
店员告诉记者，近期这种含外景的春季拍
摄套餐预约火爆，“如果是周末拍摄，3月份
已约满，最快只能约4月份。”

在朝阳区日坛附近的一家儿童摄影店
内，想约上拍摄也不容易。得知记者想要
咨询春季外景拍摄，工作人员查询档期后
表示，如果预约工作日，3月份还有部分档
期可以拍摄，如果预约周末，档期已经排到
了6月份。工作人员解释，一方面是由于去
年疫情导致部分家长推迟了拍摄计划，最
近这类需求集中释放。另一方面，店内最

近推出了春夏季的促销套餐，获得了不少
订单。

记者了解到，目前，影楼推出的儿童春
季拍摄基础套餐价位在 2000 元到 5000 元
不等，与往年相比价格没有明显变动，但是
赠送底片数量不多。

服务差劲服务差劲 底片不全给加照片底片不全给加照片160160元一张元一张

记者注意到，不少影楼或工作室主推
的儿童摄影套餐往往只提供一部分底片和
精修照片，如果想要更多底片，则要以较贵
的价格逐张购买。有些店购买底片的价格
甚至高达160元每张。

一些店员在推销套餐时，还对仅赠部
分底片刻意回避。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的这
家儿童摄影店内，店员在介绍一款价格近
4000元的摄影套餐时，讲了包含几套衣服、
几个拍摄场景、拍摄团队的资历等，却只字
未提拍摄后只能获得部分底片。在这一套
餐的宣传页上，记者也只看到了套餐包含
27张精修照片这一说明。

在记者追问下，店员解释：“为了保障
出片质量，本店不会直接给消费者底片，只
提供精修照片。”那如果想要更多的底片怎
么办？在店员的提示下，记者才在宣传页
右侧底部看到一行非常小的字，写着超出
范围的底片每张160元，超出范围的入册精
修照片每张180元。“如果您比较在意底片
数量，也可以购买更贵的套餐。”随后，这位

店员又介绍了价格在7000元至1.5万元的
一些套餐。

记者走访发现，主推摄影套餐仅含部
分底片的情况，在儿童摄影市场颇为常
见。一些较为知名的品牌，三四千元的摄
影套餐仅包含二三十张底片，而后单加底
片的价格往往在每张100元以上；一些规模
较小的工作室，两三千元的摄影套餐包含
五六十张底片，超出范围每张底片五六十
元。

业内揭秘业内揭秘 赠部分底片是为诱导二次消费赠部分底片是为诱导二次消费

摄影机构仅赠部分底片，是为了给促
进二次消费留下“空间”。业内人士孙先生
告诉记者，如果拍摄三至四套衣服和场景，
最后提供给客户选择的底片在100张至200
张左右。拿捏住家长看孩子哪张照片都好
的心态，增加个二三十张底片不难，这就多
了几千元消费。摄影机构还会以“购买成
长套系底片全送”等促销手段，劝说家长购
买几万元的“成长套系”。

在采访中，位于朝阳大悦城附近的儿
童摄影品牌店也推荐了“成长套餐”，价格
在四五万元的套餐可以拍摄3次左右，底片
全送。

律师提醒律师提醒 用小字标注隐瞒底片数涉嫌侵权用小字标注隐瞒底片数涉嫌侵权

北京熊志律师事务所律师熊烈锁表
示，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摄影
是否应给予底片的规定不太一样。比如

《云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
规定：从事摄影、冲印的经营者提供服务
后，应当将全部照片、底片、数码相机存储
的数据资料交付消费者，不得自行保留和
另收取费用。那么，当地消费者就可以以
此为法律依据要求摄影经营者提供全部底
片。

目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等部分
省市并未对此作出具体规定，那么，拍摄
后的底片归属就要参考《著作权法》和与
商家的约定内容。如果在套餐的约定内
容中，商家明确告知并写明了赠送底片的
数量，那么商家是有权仅给予部分底片
的。如果商家并未明确告知所含底片数
量，或者以小字等不易发现的形式标注，
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消费者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消
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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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钱都有奖：起底中小学“黑竞赛”

拍春景却排到了夏天 想要底片得买昂贵“套餐”

儿童摄影低儿童摄影低价引客后续找补价引客后续找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