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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恒 董瑞丰）开展“全民健康素养
提升三年行动”、修订《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
能》……国家卫生健康委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持续提升健康
素养，着力增进全民健康”有关情况。

健康素养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今年6月起，我国将开展“全民健
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从增加优质健康科普产
品供给、净化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加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
动员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与等方面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普及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需多方参与。中国健康教育
中心主任李长宁介绍，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在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方面发
挥重要技术支撑作用，包括研究提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主要内容、开
发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和科普材料、开展健康素养监测等方面工作。

随着5G时代来临，如何发挥信息化等科技创新手段提升居民
健康素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陆韬宏介绍，当地持续探索

“互联网+医疗健康”新型智慧服务，让医疗数据联通更快速、让患者
预约就诊更便捷、让家庭健康监测更有效。家庭医生通过平台信息
开展智能化重点人群随访，结合健康智慧驿站等开展线上线下精准
化健康管理。

网络上健康科普内容鱼龙混杂，一些“伪科普”或不科学的说法
措辞易误导公众。

据介绍，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
部门制定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的指导意见，从发布、传播、监管、社会监督等多环节发力，规范媒体
和互联网平台的健康知识发布和传播。

米锋介绍，下一步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加大优质健康科普作品
推广传播。对一些不良信息、虚假信息，及时处置辟谣，净化健康科
普网络环境。

在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作中，公立医院如何发挥作用？广东省
中医院院长张忠德介绍，作为公立医院，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专业
优势、资源优势，在促进全民素养提升行动中发挥“龙头”作用，引导
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和平时工作中向患者、向公众宣讲疾病预防保
健知识，加强健康教育职责。

今年新修订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明确
指出“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对此，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
养科主任于康表示，食盐过多可导致高血压、骨质疏松、肥胖症等风
险增高；油脂过多可致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等风险增高；糖摄入
过多可能导致超重肥胖、龋齿等危险因素。

近年来，考试作弊犯罪的组织化、团伙化程度提高，跨地域、大
规模、非接触式的有组织的作弊活动增多，相关犯罪行为愈发隐蔽。

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截至今年4
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
案罪，代替考试罪案件共4007件，判处罪犯11146人，组织考试作弊
乱象受到遏制。

为进一步发挥司法裁判的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6月5日发
布近年来生效的5个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典型案例，涉及
高考、研究生招生考试、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机动车驾驶人考试、
公务员考试等，进一步明确裁判标准，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考
试环境。

考试有“内鬼”作弊，必须依法严惩。
2020 年高考前，身为监考人员的湖北省监利市某中学教师陈

某，居然早早打起了组织作弊的主意。
2020年年初至考试前夕，陈某先后邀约多人“共谋”作弊，这些

人有的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有的联系考生
及家长收取费用等。陈某还串通考场广播员，承诺为其儿子提供高
考试题答案，让其协助将作弊人员带进考场。

考试当天，考场广播员驾车将作弊人员带进考场，其中一人假
冒巡考工作人员被学校老师发现并移送公安机关。陈某等人立即
实施第二套方案，拍摄试卷并发给酒店里的人员答题，再将答案传
回考场。当天下午，在酒店答题的作弊人员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经法院审理，陈某等人已被判处1年至4年有期徒刑。

人民法院对具有在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监考老师、教培人员
等组织作弊，组织多名考生跨省作弊，多次组织作弊，违法所得数额
巨大等情节的，特别是对组织考试作弊的始作俑者、考前窃题的“内
鬼”、多次组织作弊的累犯惯犯等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就是要对敢于
触碰红线的不法分子形成强大震慑。

近年来，一些驾校及驾考教练为了招揽学员、谋取不法利益，推
出所谓“VIP会员”“包过班”等特殊服务，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
织作弊，呈现团伙化、产业化特点，有的还拉拢腐蚀公安交管部门公
职人员。

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某驾校经营者刘某红组织20余人，
采取修改考试系统后台数据以降低考试难度、指使驾校教练员替
考、违规给考生佩戴耳机在考试中远程提示等方式，为考生在机动
车驾驶人考试中作弊。

其间，刘某红还向公安民警白某、王某、李某分别行贿47万元、
53万元、90万元。经法院审理，刘某红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10个月，涉案公安民
警均另案处理。

本案对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严厉惩处的同时，深挖机动车驾驶人
考试领域的腐败问题，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受贿的人员亦依法
定罪量刑。本案提醒广大驾校机构及教练应当严格守法，坚守职业
操守，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员。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广州6月6日电（记者
毛鑫）拿到一个人的身份信息，仅
用125秒，就可以“凭空”复制出他
的信用卡。

广州警方最近公布的一起信
用卡盗刷案，揭开集“重制、盗刷、
销赃”为一体的新型信用卡诈骗
犯罪内幕，警示了针对芯片信用
卡的新风险。

125秒就能骗过银行重制一
张信用卡

“你好，我卡的芯片坏了，可
以帮我补发一张吗？”

“ 请 问 预 留 手 机 号 还 在 用
吗？地址要改吗？请输入卡片的
服务密码……感谢您配合。我给
您重新寄张新卡过来。”

这是广州一家银行的客服电
话录音。这通 2 分 05 秒的电话，
竟牵扯出一宗跨多省份的新型信
用卡盗刷大案。

2023 年的一天，该银行向公
安机关反映，银行客服短时间内
突然接到大量要求重制信用卡的
申请，情况异常。

该行信用卡中心欺诈风险管
理部工作人员说，这些人打来电
话，自称是该行客户，要求重制信
用卡并修改信用卡邮寄地址。银
行通过查验持卡人身份证号码和
电话服务密码完成身份核实，按
客户要求制作新卡。

“这些人收到新卡后，通过手
机再次致电客服，验证卡片交易
密码并激活，然后在外地大额刷
卡购买黄金等。现已发现有 6 个
客户的信用卡被盗刷，金额约 61
万元。”该工作人员说。

广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经
查，该团伙自2022年10月至2023
年3月间，共对7家商业银行的900
余张信用卡展开攻击，成功补办信
用卡500余张，成功激活并盗刷230
余张，涉案金额1100万元。

该局经侦支队办案民警说，
受害者受损金额少则1万元，多则
10万元，“甚至有的人信用卡被刷
爆后，还被开通20多万元网贷。”

经过侦查，广州警方在海南、福
建、江西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解除潜在被盗刷风险金额超10
亿元，打掉一个集“重制、盗刷、销
赃”为一体的新型信用卡诈骗团伙。

今年4月，该案被公安部和中

国银联银行卡安全合作委员会评
为 2023 年“打击涉银行卡犯罪精
品案例”。目前，检察机关已以涉
嫌信用卡诈骗罪对涉案嫌疑人批
捕起诉。

信用卡安全防线是如何被攻
破的？

本案警示针对芯片信用卡的
新风险。办案民警表示，该团伙
作案手法新颖，通过三招绕开了
信用卡的安全防线。

——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充当
“破关弹药”。

该团伙通过“黑灰产”渠道购
买大量公民信息用于盗刷。据主
要犯罪嫌疑人刘某高供述，该团
伙2019年花5000元通过境外社交
群组购买了一批“料”，共计61万
条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
证号、信用卡号、手机号，及一串6
位数字的密码。

有了“料”，还得有话术。“我
冒充他人身份，跟银行客服说卡
坏了、丢了，申请补办，然后变更
收卡地址。”刘某高说，一般来说
客服不愿意得罪顾客，会尽量满
足需求；如果遇到有经验的客服
不停地问，他就“爆粗口”吓唬对
方，最终成功几率接近50%。

——信号屏蔽、短信轰炸、呼
叫转移三管齐下，防止卡主察觉。

为了让卡主忽略或收不到银
行的短信提醒，该团伙先是冒充
卡主身份，拨打通信运营商电话，
开通短信屏蔽功能；此计若不成，
就会购买短信轰炸服务，把银行
提醒信息淹没在垃圾短信里。有
的卡主对此毫无察觉，甚至警方
取证时还被认为是骗子。

“在新卡快递派送时，开通卡
主手机号呼叫转移，最终拿到新
卡并激活。”刘某高供述，有时不
得已也利用“电话回拨”软件，在
银行客服处虚假显示为卡主原预
留号码，以便顺利激活。

——领卡、盗刷、套现由不同
的人分开操作，互不相识，通过虚
拟币完成分赃。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团伙
买来社交媒体账号或者群组，发
布“银行卡快钱工作”兼职信息，
很快会有闲散人员联系上门，这
些人被称作“车手”。不同的“车
手”完成领卡、盗刷、套现，在扣除

报酬后，换成虚拟币交给犯罪团
伙。

“为了躲避侦查，犯罪团伙找
A地的‘车手’，前往B地领取重制
的信用卡，再到C地盗刷，最后通
过虚拟币转账分赃。”办案民警
说。

综合施策封堵漏洞
公安部不久前通报，2023 年

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伪造信用
卡，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
信息，妨害信用卡管理，信用卡诈
骗、套现类非法经营等犯罪案件
近 5000 起，涉案金额超百亿元。
从一些公开的典型案例看，信用
卡盗刷和非法套现等犯罪案件占
比较大。

在办案民警看来，信用卡诈
骗作案手段看似“巧妙”，究其根
本还是钻了信息安全的漏洞，伪
造身份进而层层突破防护网。广
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二中
队副队长李昀璁说，除了严打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之
外，还要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
避免在生活中、网络上随意填报
个人身份证、电话、支付账号、密
码等敏感信息。

“有的密码设置过于简单，或
者高度统一，作案团伙只要掌握
其身份证号码或者其中一串 6 位
密码，就可猜出其他重要密码。”
李昀璁建议银行部门加强对用户
的安全提醒服务，提醒群众对信
用卡单独设置密码，并开通短信
提醒功能，留意异常信息。

“治理信用卡诈骗犯罪需要
多部门综合治理，这涉及各级职
能部门，各大商业银行等传统金
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公司、电商
平台等。”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一大队二中队队长何浩建议，应
加强警银企联系，依托“智慧新经
侦”等技术平台，共同发力封堵漏
洞、防范风险。

针对此案中发现的“补办新
卡只需提交交易密码，不需要卡
主预留手机致电”的情况，以及部
分银行在信用卡安全防护上存在
的漏洞，警方建议，银行升级信用
卡安全防护措施，加强对客服人
员的培训，以案说法，增强风险防
范意识，依法依规办事，该拒绝办
理的要明确拒绝。

6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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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举措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依法惩治组织考试作弊等犯罪

仅125秒银行卡就被复制了
——揭秘新型信用卡盗刷案

全国爱眼日全国爱眼日：：呵护眼睛呵护眼睛 从小做起从小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