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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打赏主播，钱能要回来吗
近日，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

德县的孔先生在核对账单时发现，自己的
银行卡里少了1万余元，而自己没有类似
消费行为，想起最近儿子经常使用手机，
便进行检查，回看账单后发现是孩子通过
手机给某平台网红主播打赏了1万余元，
随即到贵德县公安局“未成年人网络平台
充值协助退费受理中心”求助。

接到求助后，民警立即与该直播平台
客服人员沟通，并协助孔先生上传各项证
明资料，经过不懈努力，被孩子充值到某
直播平台的1万余元退还到了孔先生账户
内。收到退款后，孔先生对民警耐心细致、
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

警方提醒，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接
触手机机会的增多，“熊孩子”偷偷花钱打
赏主播的事件时有发生，发现钱财不翼而
飞的家长，第一反应大多是找直播平台退
款，但赏出去的“飞机”“游艇”要得回来
吗？

第一问：“熊孩子”自主打赏有效吗？
根据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

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八周
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问：“熊孩子”打赏主播，钱怎么
追回？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
意参与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监护人是可以
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款项的。建议家
长收集证据证明其本人非打赏用户以及
非本人充值，可以先跟直播平台协商返
还，无法协商一致的，可以向法院起诉主
张返还，但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比如交
易明细、聊天记录等，为追回钱款提供有
力证据支持。

第三问：如何防止未成年人给主播刷
礼物？

不要让孩子太早接触手机。直播打
赏，直接用手机就可以付款，而未成年人
心智还不成熟，有可能会做一些不可挽回
的事情，所以不要让孩子太早接触手机，
尽量不给小孩子打赏主播的机会。

家长要以身作则。有些家长特别爱
玩手机，这样不利于教育好孩子，就算孩

子本身不喜欢玩手机，时间长了也会学
着你的样子去玩，所以作为家长要以身
作则。

约定玩手机的时间。手机是现在生活
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使用得把握一个
度，可以每天和孩子约定好玩手机的时
间，这样孩子在你身边玩手机，你就可以
监督他，发现他给主播打赏也可以及时制
止。

密码不要让孩子知道。保管好自己的
密码，就算孩子想给主播打赏，不知道密
码也是空谈。

银行卡设置最高限额。给银行卡设置
最高消费、转账限额，就算孩子偷偷知道
了密码，打赏的金额也在能承受的范围
内，不会给家庭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但事
后一定要严厉教育孩子，以防还有下一
次。

正确引导孩子。小孩子偷偷给主播打
赏，是因为孩子还未形成正确的消费观，
所以平时要正确引导孩子，教育孩子不虚
荣、不攀比，并且让孩子知道挣钱不易，这
样孩子自然就不会乱花钱了。

据法治日报

葛
观
点

地铁同站进出限时免费

彰显公共服务的“公心”

上海地铁出台一项新规：乘客临时有
需求在同一站点进出，只要站内停留时间
在10分钟以内，可至车站服务中心进行人
工处理，免去3元钱的起步费。这一规定赢
得很多市民和网友点赞。

地铁进出，3元起步；买票才能进站，是
必须遵守的规定。然而这项规定给一些同
站进出的人带来不便。比如有的刚一刷卡进
站，想起忘带重要东西或需要上卫生间等原
因，立马出站；有的是出闸机后发现出错了
口，希望再次进站、寻找另一个出口；有的是
想通过走地下通道，避开一段马路或少走点
路，虽然要进站却压根儿没想搭乘地铁。按
照起步价的硬性规定，这些人全得掏腰包。

10分钟内进出免费的新规，向所有在
短时间内同站进出的乘客展现了友好，也
向借道通行的非地铁乘客敞开了大门。虽
然地铁设置了最低票价，虽然这些人完成
了一次进出闸机，其实并没有乘坐地铁，因
此退还起步费合情合理。人性化的措施，彰
显的是为乘客服务的宗旨。3元钱不多，诚意
很大。地铁公交等是城市的交通大动脉，肩
负服务百姓出行的重担，也应该为乘客提
供其他力所能及的方便。 据北京晚报

维权追责显然不能只靠消费者一方。相对于酒店宾馆经营方及相关线上平台，为外出旅行
而预订房间的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别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怕麻烦不太愿意较真，就算有人
很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不一定有足够支撑其较真到底的时间和资源。

殴打残疾人被评“最美公务员”

究竟哪里“美”了

据报道，连云港市灌云县副镇长房某
亚，疑似曾殴打残疾人后被提拔，近日，还
将被评为连云港市“最美公务员”。4月24
日，村民王某志发视频实名举报称，自己是
一个无反抗能力的三级残疾人，却曾被包
括房某亚在内的多个干部殴打。

据王某志叙述，2021年自家麦田被人
烧毁，自己想拍点照片留作赔偿证据，手机
却被在场镇干部抢走。王某志骂了几句后，
就被房某亚等几名干部打倒在地。他一颗
牙齿被打掉，多处软组织受伤，后续治疗的
医药费花了4万多元。自家麦田着火了却不
让拍照，手机被抢走却不能抱怨，这是什么
道理？对此，连云港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回
应，经初步调查，当年房某亚并未参与直接
动手，也没有与当事人发生肢体冲突。

又学到了一个新词“未参与直接动
手”。那么房某亚有没有间接动手呢？有没
有示意他人动手呢？别说是冷眼旁观，或者
暗示动手了，只要房某亚在事发现场没有
第一时间上前制止，他就算不上尽职尽责
的人民公仆，更别说“最美公务员”了。

据正观黄河评论

据报道，近来多省市改革按疾病诊断
相关分组（DRG）付费后，医疗费用增长得到
明显控制，但新情况接踵而至：部分医疗机
构不愿收复杂病人了。“复杂病人需要处理
的操作步骤非常多，对标DRG后费用明显超
标。而根据现有医保规定，落到实际往往医
生做了苦活还要倒贴。”业内人士吐露心声。

患者病情不管简单还是复杂，都应该
得到合适的诊疗。参保者没病时缴费，患小
病时小用，患大病时大用，才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医保共济保障的作用。并且，病情越复
杂和危重，报销的范围和金额就越大，这是
基本常识，也是参保者感到安心的最大理
由。如果医院拈轻怕重，或明或暗地拒收复
杂病人，与医保制度的初衷相背离，最终受
害的是重病患者。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势在必行，不能因
为出现问题而畏缩不前，导致改革半途而
废。细节决定成败，当务之急是深入到分组
付费的每个细节，进一步优化改革举措，并
对医院营收状况展开细致的跟踪和分析，
从而不断优化规则。宁可改革的进度慢一
些，也不能让患者普遍付出代价，更不应让
原本更需精心诊疗的复杂病人，反而因部
分细节设计不合理而成为牺牲者。

据红星新闻

怕亏损而不愿收“复杂病人”

这不是医保的初衷

“7天摘近视镜”，勿轻信如此消费骗局

酒店宾馆不得单方毁约，节前告诫很有必要
近日，文旅名城

杭州的市场监管部
门发文规范市场价
格行为，告诫酒店、
宾馆严格履行价格
承诺，不得在电商平
台等渠道预订客房
订单生效的情况下
单方面毁约。

这一告诫来得很及时。
“五一”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度过一个

美好的假期，不少人早早就选定了旅行目的
地，并提前订好了酒店宾馆。如果几天之后，
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出发，甚至已风尘仆
仆赶到旅行目的地时，相关酒店宾馆竟单方
面毁约，告诉他们此前的客房订单不算数
了，那就太败兴，太令人气愤了。

可实际上，这样的事还真不少。酒店
宾馆单方面毁约，往往都会有一堆说辞。其
中只有极个别有一定说服力，其余则完全就

是在耍赖。在某些需求突然旺盛的时间节
点，酒店宾馆起先没料到客房会这么抢手，
看到游客或考生蜂拥而至，客房供不应求，
便想“坐地起价”，把已经订出去的客房弄回
来，以比原先高得多的价格再卖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客房预订者无辜又无
奈。面对强势的酒店宾馆一方，他们的最
终的选择通常是，象征性拿点儿赔偿另想
办法，或者按现有售价掏更多的钱重新订
房。无论是做哪种选择，消费者总是利益
受损的一方。为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市场监管部门基于以往的“经验”，在节前
发文，郑重其事地告诫一下酒店宾馆，给
蠢蠢欲动者打打预防针，很有必要。

当然，仅有告诫还不够。
酒店宾馆单方面毁约可不是一件仅

靠告诫就能解决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如
果酒店宾馆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那就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已构成欺诈。即便酒店宾馆没有说谎

或隐瞒事实，酒店宾馆单方面取消订单，
也已构成违约。如果是消费者通过第三方
线上平台预订的房间，则消费者与线上平
台之间已构成服务合同关系，消费者无法
入住订单生效的房间，应由第三方线上平
台承担违约责任。无论具体属于哪种情
况，维权追责都是必需的。

而维权追责显然不能只靠消费者一
方。相对于酒店宾馆经营方及相关线上平
台，为外出旅行而预订房间的消费者明显
处于弱势。别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怕麻
烦不太愿意较真，就算有人很想维护自己
的权益，也不一定有足够支撑其较真到底
的时间和资源。要遏制酒店宾馆单方面毁
约，最终还得靠监管部门的“霹雳手段”。

从这个角度看，杭州市场监管部门除
了发文告诫，还应对酒店宾馆及相关线上
平台严加“看管”，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的
同时，严格依法依规，对单方面毁约行为
露头就打。

□评论员 王学钧

让孩子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仅
用该机构研制的“神药”“神奇的仪器”进
行眼部按摩、涂抹、雾化，就能帮助孩子提
升视力、轻松摘掉眼镜……

据媒体4月28日报道，一家名为“ME
视光视力提升摘镜中心”的机构，宣称其
能治愈近视、远视、散光、弱视、老花等各
类眼部疾病，快速摘镜；除了器质性病变
及眼部炎症期的人群外，其他有视力问题
的人群，也都可以调理。

涉事企业宣称的功效，引发了不少人
的关注：我们的医学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
了？但如果细究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
已经违背了眼科医学的基本常识，只不过
是想利用公众迫切摆脱近视困扰的心理，
进行忽悠罢了。对此，除了公众要理性看
待外，监管部门也应当及时出手。

一个关键信息是，这家机构号称“7天
摘近视镜”，且已帮助3万多名近视患者成
功摘掉眼镜。但吊诡的是，就是这样一家

“神奇的机构”，其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
围，却标示的是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相

关信息，并没有视力提升摘镜的内容。
一家自称医疗机构的连锁机构，却并

不具备医疗资质。而其宣称的内含24味中
药、“有百年传承的千里目保健膏”，却只
能被归为普通化妆品的范围。

至于那些“中科院的十大院士，国家
十几亿元投入，历时七年研发的医疗设
备”，其制造商却是一家美容公司，批准生
产的资质是生活美容仪器，与医疗器械毫
无关联。

种种信息都表明，所谓“可以实现视
力提升、摘镜”，不过是一种典型的、内置
了夸大宣传等因素的消费骗局。本质上，
这不过是涉事机构通过吹嘘疗效、设计话
术编造的“神话”而已，其最终目的，还是

“割韭菜”牟利。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所从事的内

容涉及人们的视力，对公众健康可能会带
来相应的负面影响。因此，对这种消费骗
局，各方显然要给予高度重视。况且，其还
号称在全国400多个城市有1600多家门
店，可见其现实影响力。

为避免上当受骗事件发生，普通公众
显然要提升日常的辨别能力。要知道，作
为一种常见的眼科问题，近视的形成机制
相当复杂。诚如专家所说，目前全世界的
治疗方法当中，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能够
逆转真性近视眼的。

事实上，市面上所谓的“7天摘镜”产
品或服务，往往缺乏科学依据。即便其能
够在短期内改善眼睛的调节能力，但并不
意味着真正治愈了近视。

而除了公众要提升辨识能力外，监管
部门不妨及时出手，打击这类欺骗消费者
的行径。

4月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消
息称，将依法查处近视防控类产品虚假违
法广告。

人们期待，后续监管部门的治理不妨
更具针对性，发现问题也要及时介入，让
那些企图以虚假宣传牟利的不法分子无
处遁形。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地维护公众
合法权益与市场秩序。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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