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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部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机构正向小额贷款公司转型。专
家认为，需警惕转型中的网贷平台
“搞变通”，对借贷者收“过路费”，应

持续提高平台合规审慎经营能力。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不规范、不
合法网贷平台的清理整顿力度，加

快市场出清；同时，应当鼓励商业银
行、正规消费金融公司提供更多规
范、合法的互联网贷款产品，更好
地满足借贷者的需求。 新华社电

现象
“江鲜”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

10多条刀鱼依次排开，江
虾占了半个水箱……这是记者
近期在长江沿线某市水产市场
看到的景象。“小江刀一公斤500
元，超过二两的一公斤800元。”
一名鱼贩子称。在另外一个市
的商贸批发市场，一名纪姓商户
告诉记者，吃“江鲜”需要通过特
殊渠道提前两天订货。

长江刀鱼被誉为“长江三
鲜”之一。由于环境恶化、捕捞
过度等诸多原因，近年来刀鱼
资源严重枯竭。随着数量减
少，价格不断走高，一些不法分
子为获取暴利铤而走险。

“物以稀为贵，越是禁止价格
越高。”当地商户告诉记者，“刀鱼
的价格比往年涨了一倍，供不应
求。清明前的长江刀鱼刺很软，一

公斤甚至能卖到6000元左右。”
某市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

局、公安局等曾联合开展长江水
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工作人员透
露：“执法中发现，私下里还是
有偷偷摸摸点对点的销售，在
一些餐馆发现有长江水产品。”

链条
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电鱼是偷捕的主要方式。
“这是标准的酷捕滥捞、竭泽而
渔。现在，即便是长江禁渔以
后，也仍看到不少人非法电鱼，
让人愤怒、痛心。”多年从事长江
水生物保护的志愿者张明浩说。

“长江禁渔后，受暴利驱动，
一些原先并非渔民的人也加入
偷捕。”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
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曹钦说，这些
人主观恶意大，反侦查能力强，

呈现组织化、
专业化特点。

中国海监江苏
省总队三级调研员岳才
俊介绍，长江禁渔以来，渔政
部门已组织开展 4次省级长江
渔政专项执法行动。从查获的
较大非法捕捞案件看，非法捕鱼
团伙常常使用便携式电鱼设备，
快艇分工协作，机动灵活，遇到
查处经常会把作案工具直接丢
入江中销毁罪证，导致执法取证
难度大。

据警方和渔政部门反映，
长江渔业资源的捕捞、运输、销
售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

问题
长江禁渔不能沦为一纸空文

长江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
性最为丰富的河流之一，也是维护

我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十年
“禁渔令”旨在让长江休养生息。

但承担保护长江重任的渔
政部门人员却严重不足，装备同
样捉襟见肘。为弥补长江渔政力
量不足等问题，江苏试点聘请退
出捕捞的渔民为护渔员，建立护
渔队伍。目前，扬州等地已在重
点水域或易发江段安装视频监
控，并借助无人机开展区域巡航。

有关人士认为，长江生态
保护需加强部门联动，对捕捞、
运输、销售、餐饮等多环节进行
监管。同时，要加强渔民职业
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转
型。 据新华社

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
受贿案一审宣判
获刑11年
并处罚金150万元

新华社电 2020 年 6 月 16
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主席项俊波受贿案，对
被告人项俊波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万元；对项俊波受贿所得财
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
库。项俊波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7
年，被告人项俊波利用担任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
党委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
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工程
项目承揽、贷款业务办理、资质
审批、安排工作及职务晋升等
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
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
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862万余元。

网络上动动手指，验证一下身份，就能轻松借到钱

“穿上花马甲”,网贷“变形记”怎么破？

网络上动动手指，验证一
下身份，就能轻松借到钱……
相对传统借贷，网络借贷因审
核周期短、放款流程简单而受
到借款者青睐。随着网贷平台
整治不断深入，该行业风险持
续得到缓释。但记者调查发
现，仍有网贷平台玩起了巧立
名目的“变形记”，对借款者“雁
过拔毛”，亟须引起警惕。

雁过拔毛、巧立名目，借款人防不胜防
“一共只借1500元的钱，却

花了 720元买会员，利息还得
另算，太坑了！”来自江苏

无锡的周女士1月份
在同程旅行 APP

上 借 了 1500
元，借款时
系统弹出
一 个
“乐活
会员”
开通

界面，费用一栏写着“60元月/
年卡”。

“必须开会员才能借钱，当
时以为会员总值60元，没想到是
个每月付60元的年卡，最终借了
3次钱，开3次会员，花了3份钱。”
周女士说，由于当时急用钱，没有
认真看条款，导致现在即使还清
贷款，还要继续交会员费。

来自成都的小梅的困惑则
是借的钱总是不能足额到账。
由于此前毕业旅行“经费”紧张，

小梅在某第三方信贷推荐平台
上找到了指上旅行APP，“当时
平台上写的是借 3000元，分三
期还，最后只需还3090元”。

“到手时傻眼了，只有
2096元，APP客服告诉我扣掉
的 904 元用来给我买违约保
险。后来我仔细一看三期还款
时间一共 1个月，每期 10天。
粗算下来借款年利率超过
300%。”小梅说。

来自上海的小谢也有类似

经历。2019年以来，他多次在小
花旅行APP上借款，几乎每次都
要求购买约占借款金额 30％的
“超值厦门五日游”旅游代金券。
“例如，前期借3000元，买了900元
的券，实际到账只有2100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监管趋
严，如今各个网贷平台套路越来
越隐蔽。除了会员费、违约保
险、旅游券，还有的以管理费、服
务费等各种名义扣除借款人的
费用。

“挖窟窿”“擦边球”，维权路上困难重重
借钱过程中，稍不留意就进

了“坑”，但维权却不容易。
在某投诉平台，投诉同程旗

下提钱游产品捆绑会员消费、变相
收取“砍头息”的帖子超过百条。
但同程的官方回复却为“提钱游确
保在法律法规及协议允许的范围
内收费，平台相关业务均符合相关
规定，是合法合规的经营”。

“借完钱才发现，平台和实
际放款方不是一家公司，维权只
能被‘踢皮球’。”小谢觉得，有的
网贷平台精心设计好了“窟窿”，
就等着借款人“往里跳”。

广东的廖女士反映，她在惠
花钱APP借款时被搭售多份华
泰保险产品，“但给惠花钱和华
泰保险打了无数次电话，双方就
没一个肯退钱”。

记者发现，有的网贷平台在
APP条款里就埋下了推责“伏
笔”：“如您与平台合作方（实际
放款方）之间发生纠纷，由您与
平台方自行解决”，但实际发生
纠纷时，借款人想要找到放款方
就很不容易。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方超强指出，如果不能证

明平台方和实际放款方之间对
“雁过拔毛”的收益存在分成关
系，很难判定搭售属于“砍头息”
或“断头贷”，相关纠纷更容易被
看作搭售问题引发的合同纠纷，
维权难度较大。

记者还发现，有的网贷平台
为了避免被维权，频繁更换“马
甲”，加大借款人维权难度。如被
多位网友投诉的点点金融APP就
长期处在闪退无法打开状态。多
位借款人表示，因为不能按时还
款被迫记入征信系统，或难以保
存借款和还款记录用以维权。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不规范、不合法网贷平台的清理整顿力度

禁渔令下“江鲜”仍在高价交易
记者调查发现对长江鱼类的偷捕和销售呈组织化专业化

长达十年的长江“禁渔令”实施已近半年，但记者近期暗访发现，长江
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特别是“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暴利驱使下，对长
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渔政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渔政
部门将退捕渔民的渔网统部门将退捕渔民的渔网统
一集中起来一集中起来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