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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前后，一些婚恋交友App借机大
做文章，“云告白”“云约会”“云脱单”等活
动夺人眼球。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婚
恋交友App鱼龙混杂，不仅平台上的用户
信息真假难辨，有的更成为滋生犯罪的温
床，侵财案件频发……“云上相亲”背后到
底藏有多少“温柔陷阱”？

打着“真诚”的旗号
设置“不真诚”的功能

受疫情影响，相亲交友活动大多从线
下转移到线上，包括伊对、轻缘、珍爱、世纪
佳缘等在内的婚恋交友App下载量均有不
同程度增长，而一些平台创新的视频相亲
模式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35岁的朱先生在北京从事电子机械工
程行业，由于社交圈子小，在朋友推荐下，
下载了某款婚恋交友App。登陆App后，
朱先生可以和心仪的女孩视频相亲，也会
有红娘在直播间进行撮合。

“这种形式挺新颖的。”朱先生说，但相
亲对象的信息却很难分辨真假。“遇到过好
几次对方工作、学历、身高等信息不实的情
况。”

记者也下载了几款热门婚恋交友
App，发现大多平台用手机号码即可注册，
只需要填写性别、年龄、学历等个人基本资
料，个人照片也可随意设置。

为了迎合一些用户“高效率”的相亲需
求，诸多婚恋交友App设置“看脸配对”功
能，有眼缘右滑，不投缘左滑，彼此匹配就
可聊天。记者发现，用户照片大多经过美
化处理，用网图、假头像的也不在少数。

有些平台甚至从网上下载或从其他渠

道购买成套图片，经过精心编程设计，诱骗
用户上当。“跟用户聊天的‘人’只是服务器
里面的机器人，根据用户所说的内容，用话
术自动回答。”一位曾在某婚恋交友App工
作的人员告诉记者。

也有一些网友反映，这些平台“套路”
太深，存在引诱用户消费的问题。

太原的刘女士说，之前在一家老牌婚
恋网站的App注册之后，工作人员很快便
联系到她，并诱导她花7000元购买了服务
期半年的会员服务，期间介绍了6位男士。
然而，服务期过后，刘女士仍未“脱单”。事
后，刘女士了解到有些男嘉宾其实是“托
儿”。

网恋交往千万条，头脑冷静第一条

较低的注册门槛，缺乏有效的身份验
证也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日前，
山西省忻州市警方侦破网络电信诈骗系列
案件，侦破案件30余起，涉案金额500余万
元。

其中，受害人李女士通过某婚恋平台
与男子刘玮（化名）“相恋”，在取得李女士
的信任后，刘玮假装自己在某赌博平台上
赚了钱，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李女士掉
进刘玮的“温柔陷阱”，她向亲朋好友筹借
了24万余元，并被诱导全部投注在赌博平
台，直到身边人劝她到公安机关报警，她才
明白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山西太原警方梳理近期案件发现，网
络交友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特别是网络
交友诱导投资、赌博类案件较多。

太原警方介绍，网络交友诈骗受害人
群已经从40岁下降至32岁左右，并有继续

下降趋势。根据太原警方统计，近六成受
害人年龄在27岁至36岁之间，近三成受害
人年龄为37岁以上，还有一成受害人为26
岁以下，且有未成年人受骗案例。

加大监管力度，推动实名认证

一些专家认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
地，解决网络交友诈骗及不文明行为，除公
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外，还应更多从源头
下手，进一步压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加
大监管力度，有效净化线上婚恋交友空间。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政法
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
很多平台虽然设置了实名注册的环节，实
则并没有验证，这样就很难保证用户身份
的真实性，一些人会冒用他人身份注册，因
此必须推动平台进行有效、真实的实名验
证。

婚恋交友平台不仅涉及用户的基本身
份信息，还涉及学历、车辆、房产、收入等，
平台对此类信息的审核也存在能力不足的
问题。赵占领建议，应推动企业与政府部
门间的信息互通，如房产信息、车辆信息、
学历信息、犯罪记录等，构建更全面的用户
身份认证体系。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邢媛说，
婚恋交友App服务收费本无可厚非，但如果
过度追求盈利，甚至让消费者深陷“套路”，
则会让好事变坏，平台也难以持续发展。

此外，专家建议，市场监管、民政、公安
等相关部门应积极主动作为，形成协同机
制及时督促企业履行实名制，对企业虚假
宣传等行为加强监管，同时对各平台上的
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新华社

时隔23年，43岁的蒙古族牧民娜日娜
终圆“大学梦”。今年与儿子陶拉嘎一同参
加高考的她被内蒙古财经大学录取，而她
的儿子被内蒙古大学录取。

娜日娜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
白音朝克图镇新尼淖尔嘎查，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以放牧为生。从小学习成绩优异
的她，本来有机会参加高考，但23年前家
里的一场变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1997年，娜日娜正读高三。高考前夕，
有听力障碍的母亲突患腿疾，生活无法自
理。虽然心怀“大学梦”，但面对躺在病床
上的母亲，娜日娜最终决定放弃高考回家
照顾母亲。

“当时别无选择，我是妈妈活下去的希
望，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必须陪伴在她身
边。”娜日娜说，虽然未能参加高考是一种
遗憾，但如今看到母亲健康地安度晚年，感
觉当年的一切付出都值得。

之后，娜日娜回到草原当了牧民，结

婚、生子、为生活奔波，转眼已过23年。这
期间，她也萌生过参加高考的念头，但生活
的压力让她不得不放弃心中的梦想。

今年，娜日娜的大儿子陶拉嘎到了参
加高考的时候。从小知道妈妈有个“大学
梦”的陶拉嘎，鼓励妈妈跟他一同参加高
考，还给妈妈备齐高考复习书籍。丈夫盖
哈玛表态要承担所有家务，让娜日娜全力
备考。

有了家人的支持，娜日娜决定抛开世
俗的眼光，放手一搏。在呼和浩特市上高
考补习班的半年中，娜日娜是班里最勤奋
的学生。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12点
休息，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教室复习。
因为20多年来一直都有阅读的习惯，蒙古
语授课文科的科目对她来说不算特别难。
虽然经常被人误会是学生家长，但这并没
有影响她学习的热情。

今年疫情期间，娜日娜与儿子一起在
家备战高考。陶拉嘎觉得妈妈的学习热情

比他还足，这也激励他更加努力地复习。
高考的日子，如约而至。坐在呼和浩

特市的高考考场，娜日娜终于有了圆梦的
感觉。她说，这种兴奋、愉悦而又紧张的感
觉，她以前只在梦里感受过。考完最后一
门课走出考场时，亲朋好友们捧着花束热
情地迎接她。

查分的时候，她有了前所未有的紧张
感。“不敢查分，怕自己考砸了，让为我付出
的家人们失望。”在全家人的陪同下，她战
战兢兢地查了分数，404分，在蒙古语授课
文科成绩中算不错的成绩。得知成绩后，
她不停地打电话、发微信，将自己的喜悦与
亲朋好友分享。

8月19日，对于娜日娜来说，是梦想成
真的日子。这一天，内蒙古进行一本院校
降分补录，她“幸运”地被一本院校内蒙古
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录取。未来4年，
她将与高考成绩优于她很多的儿子在同一
座城市读大学。

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启，她
已做好了学习、生活的各项准备。对于4年
后的就业，娜日娜还没有过多的规划。如果
条件允许，她想继续深造，拿到博士学位。

“作为新时代的牧民一定要与时俱
进。”娜日娜说，当下草原牧区还是相对落
后、牧民的文化素养相对低，希望看到越来
越多的牧民用知识充实和提升自己。

/新华社

初秋时节，站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浩特市郊外的天骏山远眺，美景尽收眼
底：近处的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游
人如织，梯田式花海层层铺开，矿坑“天
池”清澈见底；远处的城区映衬在蓝天白
云下，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平坦通畅。

近些年，作为内蒙古自治政府诞生
地、素有“红城”之称的这座北方小城，下
大力气破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革命老
区转型升级，崛起为一座生态宜居的绿
色新城。

在天骏山生态修复及景观建设项目
施工现场，挖掘机、装载车不停地穿梭，
工人们正在平整坡地、铺设路石。“目前
部分矿坑已经修复完成，被打造成生态
旅游景点。去年7月向公众开放后，很
受游客青睐。”乌兰浩特市文化旅游体育
局副局长任建飞说。

20世纪以来，天骏山一直是乌兰浩
特市的重要采石点，长期开山炸石形成
了12座废弃矿坑，加上水土流失，造成
山体裸露、植被覆盖率低。“一刮风，尘土
满天飞，山坡上荒草丛生，大坑里堆满建
筑垃圾。”51岁的冯海文家住附近村庄，
年轻时他就在山上拉石头车。十几年
前，当地停止上山采石，但遗留下来的生
态问题却难以好转。

2017年，乌兰浩特市入选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城市双修”（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试点城市。借助转型机
遇，乌兰浩特市以天骏山为重要抓手，大
力推进生态修复治理，并推进旅游融合，
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社会优势。

任建飞介绍，当地政府邀请国内知
名设计院制定了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规
划，总投资近20亿元，打造占地近400
公顷的天骄天骏生态旅游度假区。如
今，该项目A区建设已初具规模，绵延
2000多米的马头形廊桥、漫山遍野的格
桑花海、依山形成的清泉叠瀑等景观，让
游客一路“走马观花、游山玩水”。

旅游景区的打造离不开科学的生态
修复。当地政府因地制宜修复废弃矿
坑，在原貌基础上进行清理加固，并在矿
坑中注水成潭，形成独特的“天池”景观；
裸露山坡则被改造成梯田，种植了50多
类植被，打造成多彩花海。“通过生态修
复，矿坑变天池，荒坡变花海，城市伤疤
变旅游名片。”任建飞自豪地说。

生态好转后，当地百姓开始吃上“旅
游饭”。“我一辈子没离开天骏山，不过从
以前的开山炸石，变成了现在的护山种
树。”冯海文说，村里很多人都来景区务
工、经营商铺等。目前自己在景区物业
公司上班，负责绿化浇水、清扫垃圾，月
工资3000元。

市民幸福感也大大提升。52岁的
市民崔先生说：“以前荒山野岭的，没人
愿意来。生态治理后，现在环境大变样，
我都来10多趟了，经常带亲戚朋友来这
里游玩。”

天骏山生态修复是乌兰浩特市推进
生态绿色转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乌
兰浩特市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战略，全力推进山体修复、河道修复、绿
化提升等重点项目，不断上演城市面貌
的华丽变身。

在乌兰哈达镇稻花村的洮儿河畔，
昔日垃圾遍地的沙坑，通过生态修复治
理，变成了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神骏湾
旅游度假区。景区内有阳光沙滩、游船
码头、戏水项目，成为市民避暑的首选之
地，刷爆朋友圈。游客马晓霞满意地说：

“听说家乡有个‘小三亚’，真是让人惊
喜，以后不用跑外地旅游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
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乌兰浩
特市委书记马焕龙表示，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持续推进，生态“红城”已经成为乌
兰浩特市的城市新名片，优良的生态环
境正转化为后发优势，为当地实现绿色
转型提供不竭动力。 /新华社

七夕，你被“云相亲”“套路”了吗？

牧民妈妈与儿子同高考共圆梦
她为什么要今年参加高考？

城市“伤疤”变旅游名片
内蒙古乌兰浩特的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