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大家看法 2024年 4月 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曾范国

“因为想用一个滤镜，下载了

一款修图 App软件，软件页面显示

‘7 天免费试用，到期自动续费 98

元，可随时取消’。我以为开通7天

内免费，其间取消就不收费了，结

果被直接扣了一年会员费 98 元。

这叫什么免费试用，这明明就是买

一年会员赠送 7 天。”近日，某些

App 以“免费试用”“低价享用”为

名，诱骗消费者订阅高价收费服务

乃至直接扣取费用的做法引发关

注。其中，有的 App点击免费试用

后即默认包月包年套餐；有的低价

试用并宣称低价续费，结果续的是

高价套餐。在这种情况下，商家赚

得盆满钵满，被骗的消费者若想维

权退款，却往往难上加难。（《法治

日报》4月 1日）

一直以来，以低价或免费体验

为诱饵，吸引用户订阅长期服务，

都是App常用的促销手段。这种做

法，寄望于通过先向消费者提供体

验，培养对方的使用需求，为其后

续成为长期订阅用户做好铺垫。

如果一款App在进行此类促销

时，充分尽到了向用户说明收费方

式的义务，并为用户提供了通畅的

取消订阅渠道，其实并没有什么违

法失德之处，反而还能实现商家与

消费者的“双赢”。然而，有一些

App的运营者却动起了歪脑筋，把

好好的优惠促销变成了专坑消费

者的“陷阱”。之所以说这些App是

“陷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

是冲着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消

费选择去的。他们要的就是消费

者在稀里糊涂之间，因为疏忽大意

“被动花钱”，失去对消费的自主选

择权。

一款高质量、高水平的App，应

当用其功能与服务打动消费者，使

消费者在体验之后自愿付费订阅，

而不是想方设法给消费者“挖坑”，

“能骗一个是一个”。消费者本以

为可以“薅”商家“羊毛”，结果花了

大钱不说，还得不到什么优质服

务，对此，唯有强化市场监管，依法

依规对欺骗消费者的企业加以惩

戒，并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维权支

持，才能净化网络环境，让消费者

使用App时用得放心。

在设置“陷阱”时，涉事 App为

了规避责任，往往不会明目张胆地

对用户说谎，而是会使用各种“障

眼法”。比如，有的App把付费提示

以极小的字号放在不起眼的角落

里一闪而过，也有 App故意使用含

糊不清、不完整的表述，让用户被

忽悠，还有 App在冗长的用户协议

中暗藏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给用

户后续退款制造障碍。这些做法

的本质，都是想要给其宰客行为披

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对此，有关部门决不能被形形

色色的“文字游戏”迷了眼，而应洞

见本质，戳破无良商家的“千层套

路”，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也只有让“陷阱 App”付出代

价，才能让那些守法运营的 App更

有市场，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对此，正如有专家在接受采访

时所建议的，相关部门应针对免费

试用和低价享用服务制定较为可

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商家在提

供此类服务时必须履行的各项义

务，确保条文清晰、具体，以便执法

部门日常监管，为消费者维权提供

坚实依据。同时，也要有配套的执

行细则，使执法部门能高效处置违

法违规商家，为上当的消费者追回

相关钱款。相信在多方合力之下，

“陷阱 App”将会越来越少，这样的

事也将不再登上新闻媒体。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校园欺凌现象备受关注，各地

陆续有学校在厕所等视频无法覆

盖、容易发生欺凌的地点安装智能

语音警报装置，通过识别声音中的

谩骂、殴打等信息，向老师发出预

警。有学校负责人表示，目前这套

系统使用了半年，还没有真正预警

校园欺凌的案例，但作为一种震慑

的目的已经达到。（3月 31日《北京

晚报》）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加强中小

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等法律法

规和政策文件都有预防校园欺凌

的安排，但遗憾的是，校园欺凌事

件仍然不时发生在某些隐秘的角

落，有的还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和后果。

由于校园欺凌多发生在卫生

间、洗漱间等场所，而这些场所又

不便安装监控设备，实际上就变成

了“隐秘的角落”或者说“预防的空

白”。对此，陆续有学校在这类场

所安装智能语音警报装置，据说一

旦出现“救命”“打人”等声音，这种

设备就可以设别并发出报警。

据厂商介绍，这种设备的语音

识别功能是通过预置语料库来实

现的，装置里录入了打架、骂人，比

如“我要打你”等危险的话，还可支

持多种方言。把软件安装到电脑

上就能报警，还可以通过手机App、

公众号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老师或

者是负责人。不难看出这是专门

为预防校园欺凌量身设计的一种

安防产品。

一旦有学生遭遇欺凌，通过呼

喊“救命”触动智能警报设备，就有

望制止施暴者继续行凶。即便安

装后没有直接发出预警信息，但这

种设备的存在本身就有震慑力。

由此而言，应加快智能语音警报装

置推广，既要覆盖更多校园，也要

覆盖监控设备覆盖不到的角落，使

其成为学生安全的“守护神”“定心

丸”。

必须注意到，包括这种智能语

音警报装置在内的任何电子设备，

可能都有失灵的时候——有时因

为软件故障而失灵，有时因为硬件

损坏而失灵。此外，这类设备都离

不开电源，一旦没电就变成摆设。

如果某些校园欺凌事件恰恰发生

在这种设备失灵期间，或施暴学生

利用设备失灵施暴，便又成为校园

安全的“漏点”。

因此，虽然安装智能语音警报

装置很有必要，但不能“一安了

之”，还要有维护管理措施，确保这

种设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还要

防止这种设备不能准确识别某些

欺凌行为，因为在校园欺凌事件

中，要么是多个学生欺凌一个学

生，要么高年级学生欺凌低年级学

生，受害者大多没胆量喊出“救命”

之类的话。

假如这种设备不能识别某些

校园欺凌行为，仍有学生在这种设

备工作状态下受到伤害，这也是

“失灵”的表现。所以，不能将这种

设备当成是预防一切校园欺凌行

为的“神器”。在加强技术手段防

范欺凌的同时，还必须加快建立健

全总体预防机制，包括警方、社区、

学校、监护人之间建立紧密联动，

建立和完善预警、巡逻、管控机制

等。

事实表明，多数校园欺凌事件

发生之前，其实早有某些迹象，但由

于老师、家长没有觉察或重视不够、

预防不足，欺凌行为还是发生了。

必须压实老师预防校园欺凌的责

任，学校还应该鼓励学生提供欺凌

线索，因为学生之间的危险行为，老

师未必知道，但有些学生早已发现，

应加强与学生沟通预防欺凌。

另外，某些地方和学校已经发

生校园欺凌或者类似事件，但为了

避免丑闻曝光和追责，会对师生采

取“封口”措施。这种治理校园欺

凌机制“失灵”的现象也值得警

惕。 （来源：北京青年报）

■老鹰

智能警报设备预防
校园欺凌要警惕“失灵”

■杨鑫宇

强化监管 戳破 App付费订阅的“千层套路”

最高人民法院 4月 7日发布

公告，就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该司法解释拟

就“假离婚”、未成年人直播打赏

等问题作出规定，征求意见截止

日期为4月 30日。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公开征求意见

（上接第一版）
王君正强调，南北山绿化工程是一项长期

工程，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以急不得也慢不
得的态度，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南北山绿化工
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避免急于求成，坚持自
然恢复为主，最大限度发挥自然修复能力，以良
好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切实让
山林“绿起来”，真正改善干部群众生产生活环
境。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科学合理确定不同
造林模式，宜绿则绿、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
则草，多采用本地树种，带动发展农村新产业，
切实提高成活成林率。要选管并举、以管促造，
加强新造林管护，采取抚育管护、补植补造等措
施，切实做到种好、护好、管好。要促进增收、推
动发展，积极动员农牧民群众投工投劳参与造
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真正把这项绿化环
境、造福群众的工程做实做好。

王君正强调，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大巡查力
度，实现治林治水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共同落
实。深化制度创新，建立“林长+河湖长+”机
制，完善重大事项重点工作跟进机制，确保水有
人治、林有人护。强化督查考核，建立科学化、
动态化考评体系，把考核严起来、结果用起来，
确保干部尽其所能干好工作，坚决防止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切实用工作成效检验工作能力和
水平。坚持典型引路，突出试点示范，激励担当
作为，选树一批可学可推、真抓实干的典型，学
习交流先进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
应，以点带面促进整体工作水平提升。做好宣
传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生
态领域流动，鼓励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
与西藏造林绿化工作，切实把爱水爱林、护水护
林、植树造林变成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自治区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南北山绿化指
挥部、自治区总林长办公室成员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主会场会议。

（上接第一版）
抓捕行动在深夜的雅江边展开。由于地形

险峻，视线不佳，索朗欧珠不慎跌倒。然而，他
强忍疼痛，挣扎着起身，坚定地对战友喊道：“我
没事，赶紧先抓人！”他与战友奋力追捕，最终将
嫌疑人逼至雅江边一巨石旁。面对嫌疑人的威
胁和抵抗，索朗欧珠始终坚守职责，耐心劝导，
最终使嫌疑人放弃抵抗，主动投案。

战斗结束后，索朗欧珠才感到剧烈的疼
痛。经过医院诊断，他头部损伤，右眼球挫伤，
双侧鼻骨粉碎性骨折，左足软组织挫伤且第五
跖骨底撕脱骨折。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成都 2024 年中考政策发布，可谓一
石激起千层浪。按理说，一个城市一次教育政
策的发布，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为什么会引发如
此广泛的关注和热议呢？细探究竟，那就是其
中有这么一条：对于在初中阶段存在考试作弊、
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的学生将不得被推荐为指
标到校生，并在录取过程中最后投档。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成都中考
政策此次剑指校园霸凌，不仅体现了教育部门
对于不良行为甚至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同
时也是对近年来备受舆论场关注的类似事件
的侧面回应。此外，根据新规定，学生的综合
素质评价将成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重
要参考，其中不仅包括学业水平，还涵盖了学
生的品行、艺术素养等多个方面。不再单纯依
赖分数作为评价标准，也是一个尚可为之的尝
试。值得一提，也更为可贵的是，新政策中的

“负面清单”并非一成不变。学生可以通过纠
正错误、积极表现来改善自己的综合素质评
价，引以为戒、惩前毖后，也体现了教育惩戒
的育人目的。

不教而诛谓之虐，教而不诛谓之纵。校园
霸凌这一社会问题的危害早已无需赘言，对施
暴者的过度宽纵和对受害者的保护不力，不仅
影响着教育理念、学生心理及校园安全，还关乎
公平正义的信仰和对公序良俗的遵循。杜绝校
园暴力，归正校园风气，当务之急是采取负责任
的有效行动，以正确的处理方式形成示范和震
慑效应，落实与霸凌行为相匹配的惩罚和有针
对性的预防措施。此次成都中考政策向校园霸
凌亮剑，不失为可取之举。

（来源：光明网）

■陈谷子 于天明

动真格！成都中考

政策剑指校园霸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