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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对预付费模式实行资金监管很有必要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 农工党中央提交了 《关于
实施小学生免费托管的提案》， 建议成立小学生免费
托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发挥政府在资金、 形式、 内
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引发了舆论热议， 网友们称赞
这是 “最得民心的建议”。 低幼龄孩子 “接送难”， 一
直是困扰无数家长的难题。 按照有关要求， 我国很多
城市的小学放学时间在15:00—15:30， 而大多数学生
家长的下班时间在17:00以后， 这就出现了小学生监
护的 “空档期”， “三点半” 难题成了全国性的社会
问题。 （3月9日 《新京报》） □蒋燕南

天歌： “晒娃” 对于很多网
友来说， 实在是一件稀松平常的
事情， 不管是微信朋友圈、 微博
或者是其他自媒体， 都能看到各
种各样的 “晒娃狂魔 ” 在出没 。
“晒娃成瘾 ” 背后的安全问题 ，
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加强儿
童权益保护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
晒娃还是其他， 父母的行为， 都
应该以 “儿童的最大利益” 为首
要出发点， 以避免儿童受到伤害
为最大底线。

重视“小店经济”折射出的民生大计
政府对小店商铺出台金

融政策的支持、 政策环境的
优化、 税费负担的降低以及
相关手续的简化等， 目的都
是为了 “激活”， 保障运营。
现在的问题是 ， 除此之外 ，
城市管理者还需要为保障小
店商铺等便民服务业有序运
营办更多的实事， 小店商铺
活了 ， 群众生活才能更活
跃， 经济社会才能发展。

□张刃

■两会观察

本版热线电话：63581010│ E—mail:bjldwbpl@126.com│本版编辑 康雪冬│美术编辑赵军│校对 黄巍│２０21年 3月 10日·星期三

不能任由财商课
野蛮生长

超市小票数字化
也须兼顾便利与隐私

李雪： 如今， 各类理财训练
营广告铺天盖地， 这些广告宣称，
只要购买该类课程学习理财， 实
现 “财务自由 ” 是分分钟的事 。
但财商教育独特的金融、 投资属
性使其区别于普通的培训行业 ，
伴随行业的野蛮生长， 对这类机
构是否应该持牌上岗、 实行监管
日渐成为焦点。 行业不规范现象
亟待引起重视， 不能任其乱象丛
生 ， 也期待相关部门重视起来 ，
让财商教育真正惠利于民。

说是玩具， 却大多没有参照
玩具安全标准生产； 说是代步工
具， 却没有路权， 被 《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 》 规定禁止上
路。 风靡已久的电动平衡车陷入
了身份不明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
是市场快速增长， 一方面是身份
属性不明， 质量参差不齐。 这些
都导致消费者对电动平衡车难以
放心消费。 （３月９日 《中国消
费者报》）

电动平衡车作为一种载人移
动器具， 因其环保、 便携、 代步
等优点备受儿童青少年追捧和青
睐。 目前备受青少年追捧的电动
平衡车， 既不属于儿童玩具也不

属于运动器械， 其产品属性和适
用场景缺乏相应规范， 导致消费
者将这类产品误以为是玩具， 忽
视了其中存在的风险。

虽然骑着电动平衡车看上去
很酷， 但是安全问题不容小觑。
尤其是年龄较小的孩子由于身
体协调与平衡机能尚未发育完
全， 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不足， 如果速度过快， 消费者
尤其是儿童很难平稳掌控， 极易
失去平衡， 在使用电动平衡车过
程中容易发生意外， 再加上其本
身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 摔伤
导致住院的病例很多， 且大都伤
情严重， 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

伤。
如果家长已购买电动平衡

车， 那么在孩子使用过程中也应
当切实承担起监护人责任， 做好
看护和监督工作， 并为孩子佩戴
好头盔、 护膝、 护肘、 护腕等护

具， 以降低摔倒造成的伤害。 更
要提醒的是， 电动平衡车并非交
通工具， 不能让孩子驶入公共道
路， 以免造成交通事故， 给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害。

□吴学安

别让电动平衡车成为儿童安全的“杀手”

网上“晒娃成瘾”
安全问题不能忽视 课后托管

近年来， 商家收到预付费后
卷款跑路现象，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新增加。 更为关键的是 ，
此类事件的结果， 往往都是不良
商家和不法分子打着 “经营不
善” 的幌子一跑了之， 违法成本
基本为零， 而受害的消费者只能
吃闷亏。 今年两会上， 多位委员
建议， 对预付费模式实行资金监
管制度。 （3月9日 《工人日报》）

“对预付费模式实行资金监
管” 很有必要。 应该建立健全风
险准备金制度。 对于采取预付费
经营模式的商家开设监管账户，

要求商家在开展预付费经营时必
须在监管账户存贮一定资金， 非
经批准不得动用。 一旦出现商家
“跑路” 或其他经营问题， 该账
户资金可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强制实行资金监管制度，
由政府部门牵头， 根据银行的资
金监管和业务管理体系， 结合区
块链、 大数据、 云计算等， 建立
预付费资金监管平台， 实行动态
管理。 平台可按照消费者签到打
卡次数， 确定划拨金额。 当出现
消费者申诉时， 平台将自动冻结
资金。

当然， 要实行预付费模式实
行资金监管， 关键是有关部门要
有严格的制度规范标准， 在有了
制度后， 必须落实到位， 落实管
理责任。 有关部门在监管中发现
经营者实施非法金融活动或者有
欺诈等行为， 涉嫌犯罪的， 应当
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有关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在预付卡管理工
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徇私
舞弊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追究
刑事责任。 □胡建兵

两会开幕， 代表委员频频发
声， 在聚焦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新业态劳动者权益这些 “大问
题” 的同时， 《工人日报》 报道
“小角度” 切入， 注意到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保障小

店商铺等便民服务业有序运营。
报告还5次提到了个体工商户 。
在肯定去年给个体工商户纾困成
绩的同时， 坦承今年仍将面对的
困难， 并给个体工商户直接派发
了税收、 贷款、 租金等 “红包”。
比如，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
部分， 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
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小店商铺虽小， 但直接关
系到城镇居民的生存大计。” 全
国人大代表邢青松这句话包括多
重含义， 而且由于其就业、 服务
基数庞大， 当属国计民生无疑。

就业是民生之本。 据中国中
小商业企业协会数据显示， 目前
我国小店注册数量超过1.1亿户，
带动就业近3亿人。 换言之，全国
平均每5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与此

相关。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加之
依靠他们的劳动维系生活的家庭
人口，即使翻一番，也是6亿人，他
们的生存状况、劳动权益，是否受
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呢？ 进而言
之， 是否进入了各级地方政府重
点工作的视野呢？ 以代表和维护
职工权益为己任的工会组织是否
应该把这个劳动群体纳入自己的
工作范畴呢？细思量，这恐怕的确
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稳定和扩大消费是政府重要
决策。 有专业人士估算， 每家小
店线下至少能辐射周边200人 ，
可见1.1亿户小店的消费潜力巨
大， 足以影响经济社会的运行、
发展。 因此， 政府工作报告才特
别提出 “保障小店商铺等便民服
务业有序运营”。

有序运营首先要保障正常营

业。 这个问题的提出， 与疫情防
控状态、 经济恢复程度相关。 应
该承认， 目前小店商铺仍面临诸
多现实困难和生存压力， 也因此
制约了居民的日常消费。 政府对
小店商铺出台金融政策的支持、
政策环境的优化、 税费负担的降
低以及相关手续的简化等， 目的
都是为了 “激活 ”， 保障运营 。
现在的问题是， 除此之外， 城市
管理者还需要为保障小店商铺等
便民服务业有序运营办更多的实
事， 小店商铺活了， 群众生活才
能更活跃， 经济社会才能发展。

一座城市是否有活力， 与商
业 、 服务业是否发达有极大关
系。 而商业、 服务业的发达并不
完全体现为有多少高档商场、 购
物中心， 更包括星罗棋布、 合理
配置的商业网点 。 老百姓过日

子，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
茶， 都是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
别的商品一时买不到可以缓购，
这几样 （当然不止这些） 却是须
臾不可离开的。 不仅离不开， 而
且要购买便利； 临时急用， 要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买到。

发展市场经济， 商品极大丰
富了，但服务却未必跟上了。市容
市貌改进， 大街小巷扮靓的同时
也要兼顾群众生活的便利性。城
市规划改造， 高楼大厦多了， 许
多商业网点却没了……这种状况
需要改变， 商业网点需要大力建
设， 合理布局。 居民活得滋润、
方便， 城市才有活力。 从拉动内
需、 发展经济的角度， 城市管理
者也应该在商业网点建设上下点功
夫， 保障小店商铺等便民服务业
有序运营。

人流量庞大的超市如今也
在探求无纸化的数字时代。 3
月7日， 记者走访发现， 超市
发在部分门店逐步推行数字小
票， 原来长长的购物清单被一
个二维码替代， 消费者想要核
对商品需扫码查询。 自2月实
行数字小票以来， 消费者却出
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方
便快捷， 有人直言麻烦甚至害
怕泄露个人信息 。 （3月8日
《北京商报》）

以二维码代替纸质购物小
票， 确实有很多好处， 对商家
来说， 大大节省了小票纸张的
使用 ， 等于是降低了经营成
本， 同时还倡导了绿色消费；
对消费者来说， 二维码数字小
票可以永久保存， 只要自己不
删除， 那么就不会丢失， 不像
传统的纸质小票， 很容易随手
丢弃了， 而且时间久了， 上面
的字迹会变淡 ， 直至消失不
见。 所以看上去， 商家的小票
数字化， 是一件可以实现多方
共赢的事情， 理应得到各方支
持才是，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
如此。 首先， 一些老年消费者
因为不懂得操作手机， 或者是
干脆没有智能手机， 无法获取
数字化小票， 对此颇不满意；
其次， 虽然很多年轻消费者对
数字小票持欢迎的态度， 但是
也有很多人担心使用数字小
票， 会泄露个人信息。 因为消
费者要想查看自己的数字小
票， 需要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等
信息， 这样自己的个人信息，
能否得到超市方面的妥善保
管， 就成了一个问题。

可见， 数字小票作为数字
化时代的一个缩影， 不是它本
身不好， 而是在推广使用的过
程中， 不能只考虑商家或部分
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而应该考
虑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所以企业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
老年人群体的使用便利性，为
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由
消费者来决定是要纸质小票还
是数字小票；另一方面，则要做
好隐私信息的保护， 消除消费
者的后顾之忧。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