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25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广益博苑小区一
期 57#-61#。停气时间为 2024 年
6月 25日 08:00至 2024 年 6月 25
日 17:00，停气时长 9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3日

2024年6月25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下列用户将按
计划停气：江苏小尾羊牧业科技有限
公司。停气时间为2024年6月25日
09:00至 2024年 6月 25日 17:00，
停气时长8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3日

2024.6.23 星期日
责编 龚家惠 ｜ 美编 陈学铭 ｜ 校对 高敏 天下 A07

“支教”明码标价变成收费项目
揭开“伪公益”的商业套路

支教作为志愿服务的一种形式支教作为志愿服务的一种形式，，不仅体现着志愿者的爱心不仅体现着志愿者的爱心，，也对志愿者自身有着一定要求也对志愿者自身有着一定要求。。正规的正规的
支教流程需要申请者经过申请支教流程需要申请者经过申请、、材料审核材料审核、、面试面试、、培训等多个流程培训等多个流程。。而眼下而眼下，，网络上出现大量这样的广告网络上出现大量这样的广告，，
声称付一定的费用声称付一定的费用，，到乡村待几天到乡村待几天，，与孩子们举办几次活动与孩子们举办几次活动，，就可以拿到所谓的就可以拿到所谓的““支教公益证书支教公益证书””。。

变味的支教项目

小周大学毕业后计划用一年的时间
去支教，不久前她上网搜寻，发现一些用
户量庞大的网络平台上有不少支教招募
信息，她选择了其中一个互动量较多的
帖子进行了咨询。

小周介绍，帖子里说他们的学员去
四川、广西这些地方支教，说自己的学员
去支教之后都特别开心，因为获得了精
神上的满足。所以就私信了他，他给我
发来一个二维码让我填写。

没多久，小周后就收到对方信息审
核通过的回复。小周说，起初得到通过
支教审核的通知自己还有点兴奋。可接
下来的沟通，让她对这个支教项目产生
了怀疑。

小周：它上面有行程安排，当时觉得
行程安排不是报团旅游的时候才有的东
西吗？仔细看，它上面说第一天我们从
各地到这个地方，第二天上午体验当地

的旅游活动，下午有一个晚会，等到晚上
才让备课。晚上大概备半小时，那么短
的时间，啥都不了解，能讲出个什么？

记者在小周提供的这个支教项目行
程中看到，一共7天的行程，前四天都是
旅游体验，最后两三天标注了上午支教、
下午备课。而这个以支教为名的项目收
费3590元，招募机构特别注明：“参加项
目可获得具有含金量的志愿服务证书，
可用于申请国外高校的入学机会。”

小周说：“把公众号从头到尾都翻了
一遍，上面描述他们的学员都是高中毕
业生或者是大学生。他们来参加的原因
是想让自己的履历丰富一些，能够更好
去申请国外的学校。我当时觉得这个行
为它好像是变味了，因为它不再是纯粹
的公益了，公益和利益画等号，孩子和生
意绑在一起，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闻所未
闻的。”

小周向这个机构联系人表示，如此
安排的支教变了味，没想到被对方微信
拉黑了。根据小周提供的线索，记者也
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以“支教”为名的
研学、夏令营广告大量出现在网络平
台。

在小红书App中，记者输入“志愿
服务 支教”的关键字，出现了大量推荐
内容。这个名为“大凉山山区夏令营”的
账户中，在今年5月到6月短短一个月
的时间里共发布了32篇“笔记”，“笔记”
封面大都是衣衫褴褛的儿童。

记者在其最近一篇“笔记”中，看到
第一项内容便是介绍这个夏令营中孩子
们可以作为支教小老师、公益小使者，亲
身参与志愿服务。而当记者咨询该项目
是否为公益项目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回
复。

“大凉山山区夏令营”账号联系人表
示：支教活动目前是15天，15天是7680
元，属于商业性质。

商业性质的活动，却拿支教当幌
子。当记者询问在暑期学生们放假期

间，如何对学生进行支教，这位联系人表
示，会组织学生参与。

“大凉山山区夏令营”账号联系人
称：当地也有小孩，整个活动就是体验山
区生活，肯定还是要体验一下当地小孩
他们平时干什么。当地以前比较贫困，
小孩他们的求学路比较远，也会跟着当
地小孩，一起走走村子的路。

原本是收报名费，组团出游体验生
活的行为，却用“支教”“公益”这类的字
眼进行包装。在该机构今年发布的多篇
夏令营介绍中，记者发现其大量使用衣
衫褴褛未成年人影像，当记者询问照片
是否为当下的情况，对方表示照片为几
年前拍摄。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经营者
在开展这种营销宣传的时候，提供的信
息必须是真实、准确、全面的。拿一些很
早之前“卖惨式”的照片，明明知道现在
根本不是那个样子了，你仍然把之前的
信息拿来宣传，实际上就是通过虚假的
信息来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拿曾经贫困地区的儿童影像
为当下宣传噱头，涉嫌“卖惨式”
营销，不仅触犯法律红线，更败坏
了社会风气。而大量充斥网络的
所谓“支教”团，走马观花，也被人
质疑大有拿公益作秀之嫌。有法
律学者指出，以“支教”为名的旅
游项目，存在种种乱象，亟待整顿
规范，莫让生意毁了公益。

在一个名为“北京亲子研学
营”的微信公众号里，记者见到多
个标注着“支教课”的项目介绍，
包括贵州黔西、湖南湘西、云南禄
劝等地。点击项目名称，便弹出
相应的旅行社网站。

这个名为“湖南湘西暑假研
学独立营·我的支教课”的项目，
面向8-15岁青少年，8天的行程
每位儿童收费6300元。记者发
现，其公布的行程安排中涉及“支
教”的课程只有三节，其他行程安
排则为参观博物馆、家庭走访和
非遗手工课。

陈音江说，社会机构打着这
种公益支教的旗号去开展相关活
动，既不考虑实际的支教效果，对
整个支教团体也是一种伤害。

中国慈善联合会法律顾问张
凌霄表示，志愿服务同时也要符
合慈善法的相关规定。机构通过
收费来认定志愿者，并以此作为
牟利的手段，显然已经违背了上
述的法律规定。公益活动的最终
目的是让受益人真正受益。这些
短期收费的所谓支教活动，是实
现参与者的各种私利，这些行为
它不是公益，而是生意，应该依法
予以打击。

有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学者
也指出，目前网络平台出现大量
以“支教”为名的收费项目，对正
规的公益支教行为造成了严重影
响，商业机构利用志愿服务时长
进而兜售所谓的“支教”项目，也
触犯了法律红线，更违背了社会
公序良俗。

有教育学者指出，支教活动，
属于专业志愿服务，需要具备相
应的资质和审批流程，不能任由
组织方以“支教”为名随意开展。
有志愿服务意向的群体，可在慈
善机构官方网站查询项目，进行
报名登记，不能简单听信网络平
台的广告宣传。不少地方也已经
制定出台了办法，加强对支教活
动的管理。

202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巴
马瑶族自治县出台《社会支教工
作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支教形
式为在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担任一线任课教师、向学校和学
生无偿捐赠资金和实物、其他有
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教公益活
动。社会群团机构及志愿者个人
在当地开展支教活动的，需由团
队或个人提出申请，报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审批，获审批同意后由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和管理；
未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同意
的支教行为视为违规违法行为。

2021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也印发了《社会支教人员管
理办法（暂行）》，其中明确支教人
员年龄应在20岁到55岁之间，
从事教学岗位的必须为中专及以
上学历并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
证；支教人员未经当地教育主管
部门批准，不得占用法定或当地
统一放假时间组织学生从事教育
教学活动。支教人员应通过所在
的合法社会组织向当地教育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

记者也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获悉，当地计划启动“社会捐
赠和支教管理备案网络平台”，严
查“支教研学”商业行为，防止支
教名义被滥用。

（央视新闻）

“支教”夏令营：用公益包装的商品

以“支教”为名旅游项目亟待整顿规范

多地出台管理办法 规范社会支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