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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能赚钱”“随时提现不受限”……近
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出现类似的新闻
类APP广告。“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多款号
称“看新闻就能赚钱”的 APP，根本没有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新闻”也多为猎奇、八卦等
垃圾信息；所谓“看新闻能赚钱”也只是广告噱
头，高额金币只能折现几毛钱，提现面临种种套
路。

记者实测：
广告频现网络
“能赚钱”有诸多限制条件

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看到一则名为“淘头条”的新闻 APP 广告，广告
宣称看新闻可以赚零花钱，一天可以赚几十元，
新注册用户还可以获得18元红包，当天可提现。

刘希同下载后发现，不仅需要绑定微信号、
手机号，还需要完成平台规定的各项任务才可
以赚取金币。“广告上宣称赚钱很容易，但实际
流程很复杂，收益和宣传的也明显不符。”刘希
同说。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浏览了十几分钟，
先后出现“趣头条”“闪电盒子”“蚂蚁头条”“微
鲤看看”“小鸟看看”等多款打着“赚钱”噱头的
新闻 APP 广告。一些应用市场的统计数据显
示，“淘头条”“微鲤看看”等应用的下载量均突
破40万。

一些受访者表示，“看新闻赚现金”这类广

告吸引不少人下载相关 APP，原因在于广告中
经常使用“首次注册奖励 5000金币”“登录即可
获得1000金币”等标语。

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 APP 发现，所谓的金
币并不等同于现金，广告中宣称的高额金币折
算成现金，往往只有几毛钱，并且只有累计赚到
30 元后才可提现。一些 APP 在广告中还宣称

“挂机 5 分钟提现十几元”，记者测试后发现并
不能实现。

记者发现，这类 APP 还存在过度索取用户
权限、更改手机设置等问题。多款 APP 要求用
户必须允许读取地理位置和通讯录信息才可以
打开。记者测试中发现，打开一款APP后，自己
的手机锁屏壁纸已被更改为软件背景，解锁屏
幕后有不间断的弹窗消息出现，影响手机正常
使用。

有的没有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有的以奖励的名义发展下线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 APP 虽然打着新闻资
讯的旗号，但平台上的内容有不少低俗信息。
记者近日打开“淘头条”，发现首页推荐的内容
标题为“加微信教你空闲时间在家怎么用手机
赚钱”“女子赌气离家，晚上回家却见到这一幕”

“奶奶一眼看出保姆跟儿子关系不一般”，主要
为八卦、猎奇等。有些内容还打黄色擦边球，配
上诱惑性图片。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过
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但记者在国家网信办“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
位许可信息”主页中进行查询，“淘头条”“亿刻
看点”等多款APP未能查到相应资质。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 APP 还以各种高额奖
励来鼓励用户以“收徒”的名义发展下线，吸纳
更多使用者。有的 APP 规定首次邀请好友给
予 10000 金币奖励，邀请到的好友完成相应任
务，再给予 30000金币奖励；有的发展下线的奖
励则更具诱惑性，宣传页面上写着邀请一位用
户返现 6 元钱，邀请 100 位以上用户，最高可返
8500元。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发展下线就有奖励，实
际上存在不少猫腻。老用户邀请到新用户后，
需要新用户做完平台给的新手任务后才能给予
返现，而平台给新用户的任务，则是继续发展下
线。之所以鼓励用户发展下线，是因为这些平
台中有大量广告，平台需要广告点击量来赚取
利益。

违规APP亟待规范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 APP 不
具备资质发布或转载新闻，违反互联网新闻信
息服务管理相关规定。近两年，各地网信部门
多次对未获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规
发布、转载新闻，传播涉黄涉暴及虚假信息的网

站和APP予以查处、关停。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公安、网信部门开始对

此类APP进行打击。今年3月贵阳警方查获的
一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开发出一款名为

“闪阅精灵”的APP，宣称在该软件上阅读新闻，
每天能赚取40元至80元不等的收益，并在短视
频平台上进行宣传。骗取大量网民信任后，借
机向用户兜售“激活卡”，被查获时涉案金额达
100万元。

相关专家认为，一些以“看新闻能赚钱”
为噱头的 APP 传播大量垃圾信息，过度索取
用户权限、获取个人信息，扰乱了新闻阅读市
场秩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认为，
对于不具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 APP，
应加大查处力度。各类手机应用市场也应尽快
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并对违规 APP 进行下架
处理。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鼓励
发展下线，使得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了上下
层级，并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接发展的下线
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形成“金钱链”，部
分模式与传销的构成要件相似，应尽快对此类
行为进行规范。

匡文波等专家建议，读者要对以金钱诱惑、
鼓励发展下线的APP自觉抵制。加强对低俗违
法内容的辨识能力，一旦发现平台上有谣言、涉
黄等信息，积极向主管部门举报，避免因贪小利
而成为不良信息扩散的“帮凶”。 据新华社

号称“看新闻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2018年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元，
比上年增加8143元，名义增长11%，增速比2017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2018 年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
长8.7%。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
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47678 元，金融业 129837 元，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 123343 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79
倍、1.57倍和1.5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
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 36466元，住宿和餐饮
业 48260 元 ，居 民 服 务 、修 理 和 其 他 服 务 业
55343元。

从增长速度看，年平均工资增速最高的三
个行业依次为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增长率分别为17.2%、14.4%
和13.1%。

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
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
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2018 年城镇非私
营单位全国共调查约 167.5 万家，就业人员
1.73亿人。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全国规

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8380 元，
比上年增长 11%。规模以上企业包括了规模
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规模以上服
务业等 16 个行业门类的约 100.7 万家企业法
人单位。

据新华社

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82461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吉向
前报道 5 月 17 日晚 9 时至 5 月 18 日 5 时，凌
空一街，城东湖街以东，胜利大街西客运铁

路以西，滑翔路以南，火车头佳园以北地区
停气。

沈阳燃气集团提醒：如有疑问请拨打燃

气客服电话 96177 询问，若遇雨雪天气，停气
时间顺延。

未通过消防验收，宏发长岛三期的开发商
沈阳宏发经龙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把房屋交付
给业主。担心这样的房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多名业主向沈阳消防部门进行了举报。

宏发长岛三期的业主于先生表示，办不了
房产证的核心问题在于缺失多项验收的手续，
更关键的问题是未通过消防验收就让业主们
入住，这样的房子住着也不安心呀，谁知道消
防设施好不好使。

沈阳消防部门表示，宏发长岛三期没有通

过消防验收。对于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房屋，居
民可打96199进行举报。

宏发长岛三期多名业主向 96199 进行了
举报，工作人员表示进行调查后给予回复。

5 月 14 日，记者采访了房产、城建等多个
相关部门获知：商品房验收涉及多个部门，消
防验收合格是进行其他验收的前置条件，宏发
长岛三期的消防验收不合格，其他验收就无法
进行。沈阳宏发经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绕过验
收环节、缺失多项验收合格手续，把没有经过

验收合格的商品房交付给业主，此行为违反了
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出
卖人应当在 2015 年 7 月 31 日前，依照国家和
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具备下列第 1 种
条件，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
使用：1.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对于开发企业
向业主交付未经验收合格商品房的行为，业主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吉向前

新闻闪回：2015年 8月 13日拿着“商品房准住通知”装修住进了新房，已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 1300日内办理房证”，2019年 5月已经过了约定办理房证的期限但办不了房证，宏发长岛三期开发商出
具书面说明“消防验收在 2019年 10月 30日之前验收完毕”。居民们这才明白：消防验收没合格竟然让业主入住，一住就快
4年了，消防验收不合格影响其他后续验收进行，办房证的时间被推到了 2020年 4月 15日。

新闻到底：《消防验收不合格 宏发长岛三期入住近4年》②

业主可打电话举报消防安全隐患

5月17日晚 这些地方将停燃气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国家卫健委
将会同民政部、人社部、国家医保局、全国总
工会等部门于近期组织开展尘肺病防治攻
坚行动，进一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在日前举行
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近年来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
阶段，几十年粗放式发展中积累的职业病
问题逐渐显现，尘肺病等职业病防治形势
仍然十分严峻。

据了解，此次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将
在两方面着力。一方面加强源头预防。
在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开展粉尘
危害专项治理，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粉尘防
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控制和消除粉尘危
害，从根本上减少新发尘肺病病人。

另一方面，加强对已患病病人的救治
救助。优化职业病诊断程序，对无法提供
职业性尘肺病诊断所需证明材料的患者
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对诊断为尘肺病的
劳动者运用工伤保险、医疗救助等手段实
施分类救治救助；开展尘肺病重点行业工
伤保险扩面行动，推动尘肺病防治信息系
统中的用人单位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整个攻坚行动包括粉尘危害专项治
理、尘肺病病人救治救助、职业健康监督
执法、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以及防治能
力提升等五项行动。”李斌说。 据新华社

我国将开展尘肺病
防治攻坚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