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为何屡屡沦为电诈“帮凶”？多管齐下，不给诈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热点 话题

小小一块电话手表，竟然成
了犯罪团伙的新目标？据央视
新闻 9月 4日报道，今年 6月，海
南海口有家长报案称，孩子戴着
的电话手表被路边经过的大孩
子骗走了。警方发现，犯罪团伙
在学校附近向孩子搭讪借电话，
骗取电话卡卖给境外诈骗集团，
从中非法获利。全国其他地区
也存在相似情况。

近年来，人们的安全意识越
来越强，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佩戴
上一块电话手表，方便随时保持
联系。然而，孩子们往往由于年
龄小，识别能力不足，防范意识
弱，让诈骗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孩子好心借出电话手表，却被别
有用心之人盗取电话卡，用于违
法犯罪活动，如此低劣手段令人
气愤。

值得注意的是，海口警方在
一次相关行动中抓获 34 名犯罪
嫌疑人，其中成年人仅有2人，其
余32人均是未成年人，多数不满
16周岁。也就是说，电话手表涉
嫌诈骗，相当一部分都是大孩子
骗小孩子。

青少年为何屡屡沦为电诈
“帮凶”？出租个人账号、兼职客
服引流，甚至把手伸向同龄人、
小学生，这背后既是家庭教育缺
失，也与学校松散管理有关，导

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认知错
位，受到所谓的高薪诱惑，就轻
易走上歧途。

法律上，盗取电话卡参与电
诈，已涉嫌“帮信罪”。即便未成
年人可免予刑罚，也应接受法律
教育。在诈骗面前，年龄不是绝
对安全的保证，心存侥幸于反诈
而言，是一个极大弱点。专家指
出，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由轻及
重，不断恶化的发展特点，在家
庭和学校的教育中，从小树立法
治观念，密切关注孩子的思想变
化，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场骗局中，被骗的不仅
有小孩子，也包括陷入“帮信”的
大孩子们——以为自己在轻松
赚快钱，实则是赚着最少的钱，

承担着最大的法律风险。可以
说，正是因为其防诈意识淡薄，
又年纪小受法律保护，才成了诈
骗团伙发展的下线。

依法严打电信网络诈骗，持
续织密筑牢防护网，法律及有关
部门必须“亮出牙齿”，严惩不法
分子，揪出幕后黑手，别让孩子
成电诈“帮凶”；家长要告诉孩子
妥善使用和保管儿童电话手表，
不随意借给陌生人。同时，学校
应加强安全教育，让“反诈”成为
开学第一课。多管齐下，不给诈
骗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
釜底抽薪的惩治“抽干”电诈的
生 存 空 间 ，真 正 斩 断 黑 色 链
条。 评论员 韩静

关好电话手表“安全阀”
别让电信诈骗“抓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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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年轻人热爱“奔县”的
消费密码

瞭望塔
□评论员 李福

北京青年报：
整治家电维修乱象
须用“李逵”打败“李鬼”

夏季是各类制冷电器使用的高峰
期，家电维修中的“李鬼”也蠢蠢欲动。
据《工人日报》报道，上海市消保委调查
发现，家电维修市场虚假报价、虚假维修
以及虚构故障等问题较为普遍。

家电维修是一个技术门槛较高的工
作，普通消费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技能，
如果家电出现故障，只能寻求维修人员
解决问题。然而，家电维修行业乱象颇
多，一些消费者遭遇“黑维修”，不仅家电
没修好，还蒙受经济损失。据报道，有关
调查发现，地图类、本地生活类App成为

“黑维修”的集中地。平台不能为了流量
利益，而沦为维修乱象的帮凶。监管部
门应依法加强治理，督促平台坚守社会
责任，遵守网络信息法规，认真审查家电
维修商户的资质，杜绝发布虚假信息。
同时，平台要发挥信息渠道的优势，严格
筛选一批优质家电维修商户，与其签订
合作协议，向消费者推荐，引导商户合规
经营，依靠诚实守信、优质服务赚钱。

新京报：
喝这款矿泉水能生儿子
别再相信伪科学了

最近，山姆超市的弱碱性天然矿泉
水火了。据报道，爆火的原因是，据说喝
了能生儿子。而涉事会员商店客服回应
称，该产品只是普通的矿泉水，网上的说
法没有科学依据。

一瓶矿泉水能伴随着这样的谣言出
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背后所反映
出的对科学常识的认知不足，以及少数
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依旧值得
重视。事实上，在社交平台上，“碱性备
孕提高生男宝概率”等类似的说法并不
少见。在社交平台上，不少专业机构也
曾就此类谣言进行过澄清。即便有权威
机构辟谣，还是会有人相信这类谣言。
这是因为少数人迷信偏方，对相关科学
常识的学习和认知相对不足。这在某种
程度上也体现了加强科普教育的紧迫
性，那些常识性的内容强调多少次都不
为过。市场监管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相关科普和辟谣，更好维护
市场环境和秩序。

工人日报：
别让“安装刺客”稀释
家电“以旧换新”的善意

说是免费安装实际不免费、高空费
材料费“套娃”收费……据《新华每日电
讯》报道，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本是换
新家电，却被安装费“刺中”，有的安装费
甚至高达商品本身价格的四成。

安装费畸高的问题由来已久，何以
至此？最大的原因在于，家电销售与安
装、维修、清洗等售后服务都是分开的，
且售后往往外包出去。不少家电产品在
卖场以“免费安装”的承诺来吸引眼球，
却对免费的限制条件或额外收费只字不
提；在网络平台，商家对安装需要支付的
费用的标注，往往也十分隐晦。治理家
电“安装刺客”，一方面需要内部发力，家
电企业应打破重销售、轻售后的发展思
路，重视品牌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外部发
力，相关部门应完善家电售后服务标准
体系，拉出商家的负面行为清单，从而引
导市场良性竞争。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暑
期，大理、平潭、荣成、敦煌、延吉成
为年轻人最爱去的县城，“数字游
民”“旅居”等是年轻人热衷搜索的
关键词，而县城 70%的异地订单消
费者是 20 至 35 岁的年轻人，追求

“人少景美、松弛感、特色体验”的年
轻人正拥向县城，为国内旅游添了
一把“火”。

“县城游”被热捧出圈，优势在
哪儿？除自然风光与特色文化等自
带流量外，一方面，县域本身生活节
奏慢、生活成本低，意味着年轻人可
支配消费的自由度更高，更具“松弛
感”，符合年轻人出行需求；另一方
面，近年来，一些县域旅游优质供给
也可圈可点，林林总总的商业综合
体、形形色色的连锁品牌持续“下

沉”，让小镇青年喝咖啡、进影院成
为一种时尚，进一步丰富的县域消
费场景，为旅游消费提供了更多可
选择性。

当下，在Citywalk、自驾游、探索
新境等风潮的带动下，年轻人正在
重新定义着旅游的方式和目的地。
从走马观花式拍照打卡到沉浸式文
化体验，从“酒店式旅游”到“特种兵
式旅游”，从大城市转向小县城，可
以看到，年轻人的旅游需求日趋多
样化、精品化、务实化，对旅游的期
待不再是简单的“一街一景”，更多的
是寻找高性价比的“心灵栖息地”。

《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研究报告
2024》显示，2023 年，全国 1866 个县
域旅游总收入平均值为42.95亿元，
接待游客总人数平均值为508.27万
人 次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41.19% 、
35.18%。应该看到，小城旅游热度的
持续攀升，不仅是年轻人旅游观念的
转型，更是中国旅游经济发展向下沉
市场的触达。就当下而言，如何合理
开发旅游资源，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品牌，将是县

域旅游面临的重要课题。
每个县域都有不可复制的基础

优势，县域经济也不是孤立的个体
存在。值得审视的是，目前一些县
域内的发展模式仍存在“盲点”。比
如，在向大中城市看齐时，存在照搬
照抄、复制粘贴等现象，导致各地旅
游发展陷入同质化竞争；一些品牌
在县域落地后，服务标准降低，山寨
版频现等。保持高性价比优势，既
需要因地制宜打造具有标识性的产
业品牌和文化符号，补齐短板与不
足，持续优化优质产品供给，拓展县
域消费场景供给路径，也需要打通
旅游经济大盘的上下端，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
找准定位，形成错位发展、协同共进
的良好布局，带动县域消费体系释
放新动能。

据统计，我国有 2800 多个县级
行政区、3.8万多个乡级行政区，县域
旅游经济是一片极具潜力的蓝海，需
要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我们期
待更多县域能够把握这一机遇，让越
来越多的中国小城“精品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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