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 付 卡 消 费 乱 象 丛 生 ，
卷 款 跑 路 事 件 频 频 发 生 ，归
根结底是对预付卡消费缺乏
有效监管 ， 才让那些不良商
家有机可乘 ，坑害消费者 。因
此 ， 要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 防止商家卷款跑路案
件的发生 ， 最根本的就是要
弥补和强化对预付卡消费的
监管 ，这一点刻不容缓 。

又到了职称评审季节， 很多人开始忙着发论文。
国内网络诈骗举报平台———猎网平台发布安全播报
称， 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千
万不要轻信网上快速代发服务， 这极有可能是骗子设
下的陷阱。 （８月１３日新华网） □朱慧卿

伊一芳： 在江苏苏州一所小
学的办公室电脑上， 有这样一张
明细表： 去年10月， 报纸500斤、
废纸 890斤 ， 筹得 610元 ； 11月
600元， 12月685元……一笔笔不
错的收获， 来自一群孩子10年间
风雨无阻的废品变卖。 这是一幅
绿色生活的剪影， 希望人们都能
从小事做起， 用点滴改变开启绿
色生活。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长话短说

上当

□何勇

强化对预付卡消费监管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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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景区停业信息应跑在游客前头

■每日观点

推广无现金可以
但别绑架消费者

李雪： 一些涉黄APP抓住人
们的猎奇心理， 以 “充值看小黄
片” 为饵大行骗术。 在用户点击
观看视频时， 只能免费看20秒，
接着会弹出 “想看全片需充值”
的链接 。 净化互联网环境 ， 让
APP远离涉黄危害， 需要斩断其
中的利益链条 。 要强化源头管
控 。 比如 ， 建立完善的监管机
制， 提高对可供下载APP的审查
门槛； 完善巡查机制， 定期对网
络上可供下载的APP进行抽查 ，
一旦发现违规内容第一时间依法
处置。

绿色生活
需从小事做起

净化网络环境
斩断涉黄APP利益链

■世象漫说

摆马扎不如添座椅
不难察觉， 大到商场、 酒

店， 小到便利店、 早点铺等各
类消费场所， 微信钱包、 支付
宝已经成为现在人们生活中一
种常见的支付方式。 但是， 移
动支付的流行是不是就意味着
可以拒收现金呢？ （8月14日
《光明日报》）

其实， 无现金支付早已不
算什么新鲜事物， 有关无现金
时代、 无现金社会的说法也不
是第一次听说了。 在银行卡、
网上银行出现后， 人们就开始
讨论这个话题了。 但是那个时
候，无论是从人们的观念认知，
还是无现金支付的环境条件、
技术手段、终端设备，以及无现
金支付的便捷性、 实惠性上都
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最近由于移动互联网
的快速发展应用和手机支付技
术的日臻成熟， 加之支付宝、
微信等第三方平台的力推， 形
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了能
上网的智能手机， 人们可以很
方便地将各家银行的各种银行
卡绑定到一个APP上， 这样可
以随时随地任意选择一种付款
账户实现 “一扫付”， 如果手
机支持NFC近场支付功能的
话， 直接拿手机靠近收款设备
就可以直接 “一碰付”， 根本不
用再带上臃肿的卡包钱包。

其实， 对于一场迅速袭来
的支付革命和创新浪潮来说，
出现一些疑虑和问题也是正常
的， 对此应当理性看待。 对于
无现金会不会彻底取代有现金
的问题 ， 所谓 “该来的总会
来”， 到底是无现金还是有现金，
消费者和时间自会做出选择， 倒
不必太过纠结。 但是，有一点必
须明确，不管商家如何强推，有
多少现实利益在其中， 都不应
强逼消费者必须采用那种支付
方式。 因为这首先涉嫌违反人
民币管理法规， 其次在现阶段
也确实会给部分还没有学会或
习惯无现金支付的人带来不便
和困扰。

总之，不论哪种创新，也不
应绑架消费者和市场自由，逼
迫人们向左或向右， 甚至突破
法律和公正的底线。 □徐建辉

2017年8月13日 ， 八达岭长
城景区因天气问题暂停营业， 由
于大量游客没接到相关信息， 许
多车辆拥堵在八达岭高速上， 绵
延数公里。 景区门口电子显示屏
显示：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游客生命
安全及财产， 按照市旅游委和延
庆区委区政府有关工作要求， 景
区自即日起暂停营业， 禁止一切
旅游接待活动， 恢复营业时间另
行公告。 （8月13日中国青年网）

客观而言，对于停业的原因，
还真怪不得景区方面。 这是因为
连日来北京连续遭遇强降雨，北
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2日9时50
分启动III级应急响应。 为了确保

群众安全，北京市共有171处景区
关闭，八达岭景区只是其中一处。
但即便景区停业是因为天气等
“不可抗力”，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
停业信息及时发布出去， 以避免
游客大量涌来，最后没进去景区，
反而被堵在高速公路上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因为我
们生活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传
播手段也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
绝大多数的信息都已经可以实现
“秒传”， 所以发生游客自驾十几
个小时， 却不知道景区已经停业
的事情，确实不应该。这件事可以
说明很多问题：其一，景区的信息
服务相对滞后， 无法满足游客的

现实需要。 其二， 信息发布机制
有待完善和提高， 主要是丰富发
布的手段、 提高发布的速度、 升
级发布的模式等等。

为此， 我们还是有很多选择
的。 比如景区或旅游职能部门在
发布信息的范围上可以再广阔一
些，手段再多一些，除了电视、广
播、网络、手机等，还可以在高速
公路进京、 出京方向的多条道路
上， 通过电子显示屏播发八达岭
长城关闭的信息。不管怎么说，景
区停业信息， 应该跑在游客的前
头，也完全可以跑在游客的前头，
这是信息时代景区的“标配服务”
之一。 □天歌

店门紧闭， 门外贴着经营不
善要转租的告示 。 透 过 玻 璃 能
看 到 ， 店 内 空 荡 荡 ， 只 有 一
地 狼 藉 。 赶 到 宿 松 路 上 的 辰
意理发店后， 安徽省合肥市民张
女士傻了眼， “我卡里还剩6万

多元,这可怎么办是好”。 与张女
士一样犯愁的， 还有很多会员 ，
大家算一算卡里未消费金额在
80万元左右。 （8月13日 《法制
日报》）

当下 ， 在餐饮 、 美发 、 美
容、 健身等服务行业， 预付卡消
费几乎成为一种标配， 不少商家
更是采用优惠返还、 充钱送礼等
各种手段 ， 吸引 、 诱导 消 费 者
往 预 付 卡 中 预 存 大 量 资 金 。
但 消 费 者 常 常 遭 遇 的 是 商 家
一 夜 之 间 关 门 卷 款 跑 路 ， 给
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
但 却 求 告 无 门 ， 这 在 社 会 上
造成恶劣影响 。 比如， 前段时
间， 全国连锁餐饮企业金钱豹大
规模闭店， 涉及消费者预付卡金
额超千万元。 同样的一幕， 正在

向共享经济领域蔓延。 比如在近
日， 町町单车运营方人去楼空，
大量用户押金无法退还。

针对预付卡消费存在的各种
问题， 职能部门这些年也采取过
一些措施， 但效果不算很理想。
商务部在2012年出台的 《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 )》，
要求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卡业
务之日起30日内备案， 实行资金
存管制度。 但在现实生活中， 主
动备案的商户少之又少； 而且，
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具有法人资
格的企业， 却无法阻遏常见 “小
店跑路” 现象。

可见 ， 预付卡消费乱象丛
生， 卷款跑路事件频频发生， 归
根结底是对预付卡消费缺 乏 有
效 监 管 ， 才 让 那 些 不 良 商 家

有 机 可 乘 ， 坑 害 消 费 者 。 因
此 ， 要 切 实 保 障 消 费 者 合 法
权 益 ， 防 止 商 家 卷 款 跑 路 案
件的发生， 最根本的就是要弥补
和强化对预付卡消费的监管， 这
一点刻不容缓。

首先， 扩大预付卡发售的备
案范围， 只要是商家发行预付卡
都必须进行备案， 并严格落实预
付卡发售的备案制。 反之， 对于
没有备案而发售预付卡的商家，
不管有没有出现资金链断裂、 倒
闭跑路等苗头， 职能部门都必须
介入， 及时惩处和制止商家发售
预付卡行为， 甚至有必要直接吊
销其执照。

其次， 进一步细化商家发售
预付卡的资金存管制度。 只要预
付卡发售数量、 金额达到一定标

准、 额度， 就应该按照预售资金
余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缴， 存入
指定的专门的监管账户之中 ，
以备不时之需， 在商户倒闭时代
替偿还给消费者。 同样， 共享经
济领域的各个共享平台向用户收
取的押金， 也应当采取这种监管
模式。

再者， 强化对商家预付卡资
金用途和流向的监管。 必须严格
规范预付卡资金的使用范围， 定
期了解预付卡资金流向， 一旦发
现存在违法违规使用预付卡资金
线索、 迹象的， 就必须介入干预
和监管， 坚决杜绝和制止商家将
本属于消费者个人财产的预付卡
资金 、 押金等用于不动产 、 股
权、 证券等投资及借贷， 降低资
金风险。

近日， 北京街头出现了一种
“共享马扎 ”， 可供人们免费使
用。 北京晨报记者在东三环长虹
桥北公交站看到， “共享马扎”
与普通马扎无异， 仅多了一个二
维码。 但不到一天时间， 摆放的
十多个马扎只剩下4个。 公司客
服表示， 已料到马扎会丢失， 但
该行为算是公司项目的前 期 推
广 。 专家表示 ， “共享马扎 ”
并不算 “共享经济 ” ， 扫码后
显 示 的 内 容 也 应 该 有 相 关 部
门的审核 。 （8月 14日 《北京
晨报》）

现如今， 北京城的公共交通
事业十分发达， 不仅线路多而且
间隔时间短， 也不拥挤。 在非高

峰时段 ， 一上车就有可能有空
座。 许多年纪大了的人都首选公
交车出行， 挂个老年证， 乘车不
用花钱 。 但老年人毕竟岁数大
了， 有时候候车时间一长， 就觉
得有点累， 寻思要是能有个坐的
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而现实情况
是， 有的车站设置了座椅， 有的
车站由于受场地限制， 没有候车
座椅。 于是就有企业瞄准了这个
做宣传广告的机会， 推出了所谓
的 “共享马扎 ”。 “共享马扎 ”
和一般马扎无异， 只是在上面印
了个二维码， 只需扫码就可免费
使用。

“共享马扎” 并不适合在公
交车站摆放。 一是马扎太低， 不

适合老年人在公共场所， 特别
是在汽车站使用。 因为甭管是
坐下还是站起来都挺费劲的 ，

如果老年人再患有高血压 、 糖尿
病等慢性病， 一看汽车快进站了，
一着急快速站起， 就有可能因体
位变化太快而产生晕眩等不适 。
二是本来车站就人多地窄 ， 在地
上再摆放上马扎。 而许多乘车人
都有看站牌的习惯， 眼睛光顾得
往 上 看 站 牌 了 ， 没 看 脚 底 下 ，
马扎很容易把人绊倒 。 真要是
把人摔伤了 ， 摆放马扎的单位
也脱不了干系 。 三是宣 传广告
效果不会好的 。 因为大家对街
头扫码这事都保持着一定的警
觉性， 不会轻易扫码。 所以 ， 不
如在有条件安装座椅的车站多安
装座椅。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