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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类案
件通报的数量相较往年有所下降，
但此类案件对市场的危害仍不能小
觑。

在张秋菊等11人内幕交易案
中，内幕信息知情人胡某、李某将信
息泄露给同学、同事、朋友、医生等
人并引起再次传递，导致11人内幕

交易被处罚。最终的结果是聪明反
被聪明误。律己慎行，这是任何知
情人都应时刻牢记的底线。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类案件对
市场的正常秩序有着极其恶劣的影
响，监管部门也长期对此保持高压
态势。坚决打击，从严惩处！

（据新华社）

随着社会发展，幼儿体育教育
日益受到重视。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
提出：“推进幼儿体育发展，完善政
策和保障体系；推进幼儿体育项目
和幼儿体育器材标准体系建设，引
导建立幼儿体育课程体系和师资
培养体系。”

不少专家认为，儿童体能培训
行业的兴起为少儿体育的发展提
供了新的探索。“如今在不少幼儿
园，体能课正逐渐成为一种新‘时
尚’。”山西省体操协会秘书长雷丽
云说，“目前仅太原市就有约50家
幼儿园通过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
等方式开设了儿童体能训练课程，
不少学校还将其作为亮点来吸引
生源。”

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
应加大对儿童体能培训的规范和
引导，加强幼儿体育教师培养和学

科体系建设，同时推动儿童体能课
程进社区、进校园，引导这一行业
加快发展与成熟。

雷丽云认为，有关部门和机构
应加强对幼儿体育理论的基础性
研究，形成儿童体能训练的科学体
系和标准，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张莹建议在体育院校设置学
前体育专业，将幼儿教学理论纳入
体育教学理论中，培养更多专业的
幼儿体育教育人才，同时相关部门
应当在机构、课程、教练等方面加
强规范，建立教练资质认证和机构
评价体系。

郑东东提出，在推动儿童体能
课程进社区、进校园方面，相关部
门可试行出台社区场地端的扶持
政策、校企端的资源嫁接政策，让
蓬勃发展的儿童体能馆成为推动
家、园、社区体育三位一体的重要
力量。 （据新华社）

机构数量翻倍 半数教练“速成”
——儿童体能培训市场调查

证监会发布20起典型违法案例，信息量极大

监管部门的哪些“大动作”
值得关注？

随着寒假到来，儿童体能培训市场更加“升温”。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随着家长对儿童体能关注度的提升，儿童体能馆迎来了行

业快速发展期。但“火爆”背后也存在诸多隐患，尚处于发展初期

的儿童体能培训行业亟需相关部门引导、扶持与规范。

机构数量年增长超80％

助跑、起跳、腾跃、落地……山
西太原一家儿童体能馆内，一群
五、六岁大的孩子正在练习跳鞍
马。负责人岳希超告诉记者，这是
一堂儿童体适能训练课，除了跳鞍
马外，孩子们还要进行跳远、跑酷
等多项训练。

“儿童体适能也叫儿童体能，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
近年来被引入国内。”岳希超介
绍，“3到6岁是儿童身体发育和
运动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儿童
体能训练就是主要针对这一时期
的儿童进行去专项化的综合性体
育锻炼，为他们打下良好的运动
基础。”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经营一家

少儿体能馆的陈鑫还记得，2018
年，他把少儿体能馆带到这个县级
市的时候，“儿童体能”还只是个在
一线城市时兴的概念，温岭市尚没
有一家专业的儿童体能馆。“两三
年后，儿童体能馆已在全国遍地开
花，仅温岭市区就有五家。”陈鑫
说，“来我这里报课的家长也从最
初的五六个发展到现在的600多
个。”

长期从事儿童体能培训的爱
酷体育所做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国拥有儿童体能培
训课程的机构有 2950 家，而在
2015年，这一数字仅有几十家，儿
童体能培训机构数量正在以每年
超过80％的速度增长。

入行门槛低速成教练多 行业隐患亟待关注

儿童体能培训行业爆发式增
长的同时，其背后存在的一些乱象
和隐患也引起人们关注。

——行业门槛低，水平参差不
齐。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的
儿童体能培训机构五花八门、鱼龙
混杂。有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正规
的中大型培训机构场地至少要在
200平方米以上，以保证孩子有充
分的活动空间，同时设施要经过软
性材料包裹等特殊处理，以保障安
全。但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小
型培训机构的场地只有几十平方
米，空间狭小、空气混浊，还有一些
机构设备老旧，存在安全隐患。

爱酷（北京）体育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东东等业内人士
表示，由于行业门槛较低，大量不
懂少儿体育专业的人抱着“挣快
钱”的想法进入，设计课程的噱头
大于内容，多以低价吸引客流，扰
乱市场的同时，也侵害了消费者
权益。

——速成教练多，缺乏优质师
资。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
学院副教授张莹表示，好的儿童体
育教练还应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
特点和教育规律。然而记者了解
到，由于收入不稳定等原因，行业
内教练流动性很大。“目前业内近
一半的教练都是‘速成教练’，大多
通过几天的培训考个证，再跟着正
式教练做一两个月的助教就正式
上岗了。”郑东东说，“真正有经验
的优质师资非常稀缺。”

——课程不科学，没有统一规
范。记者发现，虽然都叫“儿童体
能馆”，但不同机构的教学方式却
各有不同，有的以体操项目为主，
有的以田径项目为主，有的以游
戏为主……一些专业人士指出，3
到6岁的孩子在动作发展上每隔
半年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但目前
很多机构从小龄段班到大龄段班
都用同一套教材和教学方法，显然
不够科学。

让孩子更科学地“蹦蹦跳跳”

2021年1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证监会发布了2020年证监稽查20
起典型违法案例，可以说信息量极
大。

无论是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
岛财务造假案，还是辅仁药业、凯迪
生态信批违法案……这20个案件的
查处都给市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标记监管部门与违法违规行为斗
争的努力。

具体来看，20起典型案例主要
分为以下几大类：财务造假类、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类、中介未勤勉尽责
类、内幕交易类、市场操纵类等。

这些典型大案中，监管部门的
哪些“大动作”值得关注？

动作一：重拳出击！财务造假类案件成为监管重中之重

虚构业务、伪造银行单据、虚开
篡改增值税发票、寅吃卯粮调节利
润……财务造假案件中“花样百出”
的造假手段不仅制造着虚假繁荣，
更严重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财务造假的危害性更加凸显，这种
违规行为必须得到严厉整治。

随着新证券法落地实施、“建制
度、不干预、零容忍”监管思路的提
出，财务造假类案件已经成为监管
重中之重。

在公开的20起案例中有整整6

起涉及财务造假，占比最高。这个
占比之高也是近些年来罕见的。与
此同时，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
等大案要案一个都没有“缺席”。

值得关注的是，证监会近日召
开的2021年系统工作会议提出，进
一步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建立跨部委协调工作小组，加大对
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恶性违法违
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有关机构和
个人的责任追究一抓到底。

可以看出，新的一年，打击财务
造假的“火力”只会更强。

动作二：老老实实信批！否则违法成本直线上升

老老实实信批、清清白白做事，
这是上市企业的本分，更是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基础。在本次通报的
5起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件中，这些
企业都没能做到。

以雅本化学为例，疫情期间其
违规“蹭热点”，多次披露子公司为
抗疫相关医药中间体主要供应商，
并虚构境内外销售客户7家，将自
身2017年至2019年相关销售收入
由968万元夸大为1.1亿元，严重误
导投资者，成为本次证监会通报案
件中的典型。

证监会数据显示，2020 年以

来，已累计对57家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财务造假等相关违法
犯罪案件26起。

于2020年 3月开始实施的新
证券法不仅对于信息披露设立专
章，还大幅提高了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从原来最
高处以60万元罚款，提高至1000
万元。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既然选择
了上市融资，就要坦诚面对投资者，
可不要有什么坏心思，任何违规操
作都难逃监管“铁拳”。

动作三动作三：：看住市场看住市场““看门人看门人””

忠实履行核查验证职责，切实
发挥“看门人”作用，这是资本市场
中介机构应有之责任。

然而，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提
供年报审计等服务时，相关程序未
执行到位，不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导致了相关企业的审计报
告出现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在本
次通报中，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便因为出现了这
样的问题而受到处罚。

在注册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进程

中，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介
机构“看门人”的作用必须落到实
处。这也意味着，监管部门在压实
中介机构责任方面会有更多的实
招，也会对心存侥幸、不好好履行责
任的中介机构时刻紧盯。

中介机构要想发展壮大，就必
须恪尽职守，谨防徇私舞弊。不管
是哪个小方面、小细节出现了可疑
之处，中介机构都应当保持必要的
职业怀疑和充分关注，严把执业质
量关口，否则就会付出沉痛代价。

动作四动作四：：继续紧盯内幕交易继续紧盯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类案件操纵市场类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