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网精读
BAOWANG JINGDU

2021年5月29日 星期六
农历辛丑年四月十八P2 责任编辑 鲁 萍

电话 3155698 电邮 czrbzhxw@163.com

我国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将“变身”

5月25日，民政部召开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
转型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称，2025年前，我国县级儿童
福利机构原则上将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负责民
政部门临时监护情形的未成年人收留抚养工作。民政部、
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4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意见明确，省级和地市级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
机构，原则上应当收留抚养本辖区由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
儿童。县级民政部门已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原则上应当
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民政部门长期监护儿童
数量较多的地方，省级民政部门可以统筹协调、合理确定
少部分综合条件好、养育儿童多的县级儿童福利机构收留
抚养本辖区由民政部门长期监护的儿童。

三部门将开展清查收缴非法枪爆物品统一行动

为进一步深化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
通告》，6月初至9月底，三部门将联合开展清查收缴非法
枪爆物品统一行动，进一步挤压非法枪爆物品社会存量，
全力推动打击整治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局长李京生指出，通告对符合条件的违法犯罪人员给予宽
大处理，对举报枪爆违法犯罪的人员给予奖励，并就广大
群众如何抵制远离枪爆物品作出提示。有关部门将加大打
击整治和清查收缴力度，全力推动各项打击整治措施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 2021年 9月 30
日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非法枪爆等物品，构成犯罪
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
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

河北义务教育入学继续坚持“公民同招”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秩序，促进教育公平，提
高教育质量，河北省教育厅 5 月 27 日发布《关于做好
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全
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入学，继续坚持“公民同招”。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继续参照 2020年招生入学工作要
求，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均要落实公
民同招工作要求，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提前摸底争抢生源，
坚决杜绝以任何形式提前招生。报名人数超过核定招生计
划数的民办学校，全部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各地
要认真排查并严厉查处社会培训机构以“国学班”“读经
班”“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的非法办学行为，坚决
杜绝适龄儿童少年入教入寺不接受义务教育。

我省大力推广社会主体电子印章

近日，河北省政务服务办联合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印发的《河北省加快推进社会
主体电子印章建设应用实施方案》提出，为各类社会主体
使用电子印章建立全省统一的制发、备案、应用及监督管
理体系，推进在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审批中的广泛应用，
积极扩展在银行服务、招投标、合同签订以及其他领域的
应用，提高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更好激发市场
活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支持领用电子印章的社会主体
包括在我省范围内注册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基金会、事业单位
等。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2021年年底前，基本建
成全省统一规范的社会主体电子印章管理体系，在政务服
务全领域推广使用，推进涉企重点业务领域应用。2022
年年底前，正常开展业务的社会主体领用电子印章占比达
到 60%以上，政务服务领域实现广泛应用。2023年年底
前，社会主体电子印章基本实现“应领尽领”，电子印章
应用体系趋于完备，实现电子印章社会化全面推广。

随着社会发展，各种各样的银行卡在
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
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5日起施行，其
中对公众关注的盗刷、透支利息等问题作
出了回应。

银行卡被盗刷，损失谁负责？

近年来，不少地方发生银行卡盗刷案
件，不仅侵害当事人财产，更损害金融市
场安全稳定。

最高法规定对此明确，发生伪卡盗刷
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借记卡持卡人基
于借记卡合同法律关系请求发卡行支付被
盗刷存款本息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
法予以支持。

发生伪卡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
易，信用卡持卡人基于信用卡合同法律关
系请求发卡行返还扣划的透支款本息、违
约金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发卡行请求信用卡持卡人偿还透支款
本息、违约金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遭遇盗刷，你可以要求银
行赔偿损失。信用卡被盗刷，透支款本息
你也可以不还。

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对此解释说，发
卡行具有相较于持卡人更为强大的风险预

防、控制和承受能力，应当以更加安全的
技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这符合制造风
险者应防范风险的法理以及风险与收益相
对等原则，有利于鼓励发卡行提供安全性
更高的银行卡产品和服务，从源头上减少
风险发生概率，防控金融风险，促进银行
卡产业安全稳定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持卡人权益，并
不意味着大家可以“高枕无忧”忽视用卡
安全。规定明确，持卡人对银行卡、密
码、验证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
息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错，发卡行主
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持卡人未及时采取挂失等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发卡行主张持卡人自行承担扩大
损失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余额不翼而飞，如何证明是
“盗刷”？

遭遇盗刷，不少人在惊慌之余对如何
维权、举证等充满困惑。对此，最高法规
定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以及“谁占有证
据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对银行
卡盗刷的事实认定进行了细化规定。

规定明确，持卡人主张争议交易为伪卡
盗刷交易或者网络盗刷交易的，可以提供生

效法律文书、银行卡交易时真卡所在地、交
易行为地、账户交易明细、交易通知、报警
记录、挂失记录等证据材料进行证明。

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对此强调，该规
定的目的是指引持卡人如何全面提供证据
材料证明自己主张，而并非表明，在任何
案件中持卡人均必须提交该款列明的全部
证据材料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

规定还明确，在持卡人告知发卡行其
账户发生非因本人交易或者本人授权交易
导致的资金或者透支数额变动后，发卡行
未及时向持卡人核实银行卡的持有及使用
情况，未及时提供或者保存交易单据、监
控录像等证据材料，导致有关证据材料无
法取得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银行卡交易中，有关支付授权的
所有记录和数据、录像都掌握在发卡行等
主体手中，持卡人难以获得和掌握，无法
对上述证据进行举证。”最高法民二庭负
责人说，依据“谁占有证据谁举证”的举
证责任分配原则，占有上述证据的主体即
发卡行或者收单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应
承担举证责任。

透支利息、手续费、违约金
究竟谁说了算？

办理信用卡时，银行工作人员只顾介

绍免息期、最低还款额等优惠措施，对逾
期利息、违约金却闭口不谈。这种情况，
不少人都遇到过。

“这样的行为侵害了持卡人的知情权
和公平交易权，引起社会公众对该条款公
平性的质疑。还有一些金融机构为获得银
行卡市场份额，盲目增加发卡数量，不审
查持卡人的偿还能力，导致一些不具有偿
还能力的主体成为持卡人。”最高法民二
庭负责人说。

对此，最高法规定明确，发卡行在与
持卡人订立银行卡合同时，对收取利息、
复利、费用、违约金等格式条款未履行提
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持卡人没有注意或
者理解该条款，持卡人主张该条款不成为
合同的内容、对其不具有约束力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规定同时明确，发卡行请求持卡人按
照信用卡合同的约定给付透支利息、复
利、违约金等，或者给付分期付款手续
费、利息、违约金等，持卡人以发卡行
主张的总额过高为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国家有关金
融监管规定、未还款的数额及期限、当
事人过错程度、发卡行的实际损失等因
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
并作出裁决。

据新华社

被盗刷被盗刷、、手续手续费费、、违约金……违约金……

银银行卡的这些烦心事有了行卡的这些烦心事有了““说法说法””

看视频赚钱、玩游戏赚钱、读新闻赚
钱，甚至走路睡觉也能赚钱……面对这样的
宣传，你心动了吗？近年来，一批打着“躺
赚”“走赚”“玩赚”旗号的赚钱类 APP 频
频出现，凭借听起来毫不费力的收益方式，
吸引大批用户下载安装。那么，使用者真的
能从中赚到钱吗？

广告推广无孔不入

在玩游戏、刷微博、看短视频时，不少
用户都曾看到过植入的赚钱类 APP 广告。
这些广告的宣传语无不强调，只要利用零散
时间在赚钱类 APP 上进行简单操作，就可
以获取相当丰厚的收益。低投入高回报的诱
惑，吸引不少用户点击广告链接下载软件。

同时，网上随处可见的“赚钱经验
贴”，也为赚钱类 APP 带来不少流量。“给
大家介绍一个通过阅读赚钱的APP”“真的
可以赚钱的APP”“我是怎么用某APP赚钱
的”，这些遍布于网络平台的“经验贴”，看
似是一篇篇个人的经历记录，而实际大多是
在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为APP做推广。

除去铺天盖地的植入广告和“软”推
广，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关系网也成为赚钱类
APP借助传播的工具。在社交软件上，不少
手机用户都收到过好友发来的推广链接，如
点击链接下载一些软件。不少 APP 在吸引
用户点击下载后，又会以诸如“成功推荐亲
朋好友得奖励”之类的诱惑，吸引用户向身
边亲友介绍“拉新”，加速了此类 APP 的

“跨圈”传播。

赚钱背后“套路”多

在赚钱类 APP 上获得收益，真的毫不
费力吗？一次偶然的机会，家住北京的张女
士经同事介绍，下载了一款号称“刷刷新闻
就能赚钱”的资讯 APP。但她在使用后发
现，要想真正在这款APP上赚到钱，“那是
比登天还难”。

张女士告诉记者，在该 APP 中阅读新
闻、分享资讯、推荐好友注册、每日签到等
都可以获得金币，金币可以换取为奖励金并
提现。这个赚钱模式看似十分合理，可实际
上却有着层层“套路”。

首先，按照规则，要想赚取1元的奖励
金，用户需要在APP中浏览500分钟左右的
信息。“花大量时间耗在 APP 上赚这 1 块
钱，很不值。”其次，想赚到了钱就马上提
现也不可能。APP 规定，用户累计攒够 30
元奖励金，才能选择提现。而在累积奖励金
的过程中，“赚钱”的门槛会越来越高，任
务难度和体量会成倍增长。面对着越来越繁
琐的任务，张女士最终选择“卸载了之”。

更让人气愤的是，忙活半天没把钱提出
来，还可能把自己个人信息给“卖”了。大
学生小萱曾经是一款游戏类赚钱 APP 的用
户，后因任务的不合理没两天就选择了放
弃。但在下载 APP 之后一两个月，小萱开
始频繁接到骚扰电话，内容大多与网贷或

“刷单”相关。回忆起最近的经历，赚钱类

APP成了最后锁定的问题来源。“在注册用
户时，我填了真实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
和个人地址来通过实名认证，明显是这个
APP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

社会呼吁行业监管

APP赚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从注册使
用到现金提现，整个过程圈套重重，一不留
神，不仅白费功夫，还可能被“坑”。

有律师表示，赚钱类 APP 目前还处于
法律真空之下，没有资质保证，游走于监管
的灰色地带。如果不通过立法去规范这类行
为，可能会由此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其中，有部分赚钱类 APP 存在鼓励发
展“下线”，使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上
下层级的现象。而参加者本人则直接以间接
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
酬，形成了“金钱链”。这些披着“赚钱”
外衣的奖励模式与传销的构成要件相似，容
易使用户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传销的漩涡。

同时，在赚钱类 APP 中还存在虚假广
告宣传的问题。专家表示，赚钱类软件如果
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已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面对赚钱类 APP 产业中存在的乱象，
业内人士指出，公安、市场监管及网信等有
关部门应积极行动，合力整顿，同时建立规
范和专业的监管体系，加强此类 APP 的准
入审查、用户信息管理和资金监管，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那些那些““能赚钱的能赚钱的APPAPP””背后背后““套路套路””多多

“吊颈健身”最近上了热
搜。这是沈阳一位老人自行研
发的健身方式，在他的带动
下，一群中老年人把绳子挂
在树上，另一端挂住脖子，
双脚离地做出各种动作。看
了这画面，网友们纷纷被老
人们吊颈的“勇气”震惊，
这到底是自杀还是健身？果
不其然，医学专家对此做出
了解释：这样的方式并不科
学，且十分危险，容易损伤
神经和脊髓，导致疾病甚至截
瘫。

看着就让人提心吊胆的动
作，何以让诸多老人深信不
疑？大概是源于对身体健康的
极度渴求。正面临各种身体不
适的人，养生意识往往非常
强，一旦有人告诉他们，有一
个改善身体、包治百病的方
法，他们宁可信其有。其实，
注重养生是件好事儿，说明人
们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只
不过健身的方法需要讲究科学
性、权威性，不要盲目随意听
信他人的宣传。不少人为了所
谓的“养生”，浪费时间做了
一堆无效的“健身”动作，甚
至使效果适得其反。诱导这类
群体进入健身误区的人，应该
受到足够的约束、承担相应的
后果。

“吊颈健身”的发明者，
或许只是为了健身。而有些健
身方式的倡导者，动机未必如
此单纯。如今，很多自称“专
家”的养生老师，通过线下平
台或直播软件传授养生“秘
诀”，他们一边教授健身动
作、灌输养生理念，一边推销
相关的养生产品。实际上，很
多所谓的“秘诀”，只是养生
主播自创的“野路子”，且缺
乏科学依据和论证，他们以养
生操博取中老年群体的关注
度，实际上是想借助人气推销
养生产品。很多粉丝跟着大师
练习了很久，并没有换来身体
状态上的改善，还花了不少冤
枉钱，购买了没有实质效果的
保健品，才知中了虚假营销的
圈套。

到底怎样的养生方式才是
科学的、实用的？权威部门不
妨加强知识普及力度，让更多
人树立科学养生的意识、学会
改善身体健康的正确方法。当
人们掌握并熟知了这些方法，
自然不会“病急乱投医”，轻
易陷入他人的圈套。

盲目养生盲目养生
容易伤身容易伤身
汝 汀

4月22日，在位于山东潍坊的潍柴集团总装车间，工人在流水线上装配发动机。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943.5亿元，同比增长1.06倍，延续了去年下

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与2019年同期相比，利润增长49.6%，两年平均增长22.3%。
新华社发

全国规上工业企业保持增长态势全国规上工业企业保持增长态势全国规上工业企业保持增长态势

5月25日，无人配送车合规上路首次在京实现。这是
在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展示的无人配送车。

新华社发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松山湖科学城是东莞建设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的重大创新载体。目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已投
入运行，材料实验室在松山湖科学城正进入主体工程施工
阶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