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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探火

“天问一号”探测器
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

新华社电 记者15日从国家航天局获
悉，截至12月14日21时，“天问一号”探测
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
里，距离地球超过 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
1200万公里，飞行状态良好。

据介绍，受天体运动规律影响，火星
与地球距离在 0.5亿公里至 4亿多公里周
期性变化。“天问一号”探测器到达火星附
近时，距离地球约1.9亿公里。“天问一号”
自7月23日发射以来，已成功完成地月合
照、探测器“自拍”、三次中途修正、一次深
空机动、载荷自检等工作。

黑龙江绥芬河
新增确诊病例2例

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 15日通报，12
月 14日 0时至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四川
5例，内蒙古 4例，上海 3例，北京 1例，广
东 1例），本土病例 3例（黑龙江 2例，四川
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15日从黑龙江省卫健委获悉，12
月14日0时至24时，绥芬河市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2例。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病例1：女，50岁，无业，家住绥芬河市

锦绣城小区。
病例2：女，46岁，售货员，家住绥芬河

市锦绣城小区。

■聚焦疫情防控

川航一飞行员
确诊为境外输入病例
曾参加300人的婚宴

新华社电 15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通报，四川航空1名国际货运航班飞行员
14日22时22分确诊为境外输入病例。

据了解，该飞行员高某，男，26岁，11
月 29日从洛杉矶飞抵成都，集中隔离，核
酸检测为阴性。其间，12月 9日执行成
都－济南－成都任务后，继续隔离至12月
12日，自驾赴四川绵阳江油市参加300人
的婚宴，12月 14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就医，核酸检测阳性，随即确诊。

目前，四川眉山市、江油市等正全力
开展排查工作。

记者发现，如今许多网站、APP
上充斥着大量类似的“1元购”广告。
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尝试过“1元
购”，也帮人拼过单、砍过价，但买到
物有所值商品的人却寥寥无几。

经常在手机上购物的王芸告诉
记者，她微信里有好几个砍价群，
但砍价成功的不多，不少纯粹是骗
人的。

刘俊海对此表示，现在网上流行
的“1元购”涉嫌多项违法。

首先，“1元购”是一种含有虚假
或误导信息的广告，是典型的“钓鱼
营销”。商家为了吸引眼球和提升流
量，用这种方式诱使消费者上当，不
但没有尽到商家的信息披露义务，而
且存在主观上的恶意，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涉嫌违反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关于禁止虚假

广告等法律规定。
其次，某些电商平台“1元购”还

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恶意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提供服
务，这是一种市场搅局行为。

再次，一些电商平台“1元购”假
冒伪劣产品泛滥，也涉及多种违法行
为。一是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违反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二是损害了同行的
利益，劣币驱逐良币，违反了反不正
当竞争法；三是平台卖假东西，违反
了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法和注册商
标法等。

此外，一些电商平台套取倒卖
消费者个人信息，也侵害了公民隐
私权。而一些浏览器在首页醒目
位置展示“1元购”虚假宣传，其运
营公司也要承担连带侵权或民事
责任。

新华社电 打开一些网页和网购APP，“1元购”广告让人眼花缭乱。用户只要忍不住点击，就可能掉进不
良商家设置的陷阱里。有的被诱骗下载了购物APP，有的虽抢购成功却买到劣质“三无”产品，还有的个人信
息被套取转卖……“1元购”背后套路多多，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低价诱惑套路多

起底网络“1元购”背后的骗术

12月15日，工程车辆从
郑万高铁巫山隧道3号横洞
口驶出。

当日，由中铁二院设计、
中铁十八局承建的郑万高铁
重庆段控制性工程巫山隧道
顺利贯通。

郑万高铁位于豫、鄂、渝
三省市境内，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中沿江通道
和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巫山隧道位于重庆市巫
山县境内，全长16.571公里，
最大埋深730米，为时速350
公里的单洞双线隧道。
新华社发

郑万高铁巫山隧道顺利贯通

“1元购”套路多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

“1元购”利用了消费者贪小便宜的心理，就
算消费者上当也不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其危
害很容易被忽视。
套路一：有名无实，骗人下载APP，借机推销
其他产品

记者在手机上打开一款浏览器，看到一
条“波司登年终促销！羽绒服1元1件！库存
不多！”的广告。点击后弹出一个窗口提示下
载某知名购物APP，下载并成功登录后，却发
现根本就没有此商品信息，搜索到的所有同
款羽绒服价格也都在200元以上，方知上当。
套路二：“画大饼”，诱人拼“难以拼够的单”

在某浏览器首页上，醒目地显示着“1元
购手机”宣传页。太原市民刘涛按照提示扫
码下载了某购物APP，完成注册后收到提示
“已砍掉6000元，再砍13元即可成功”。他又
按要求将广告分享到两个微信群里，该平台
提示“离交易成功仅差1元”，但条件是“在24
小时内找50个朋友帮你砍价”。结果刘涛一
直忙到深夜也没凑够人数，最终砍价失败。
套路三：1元倾销，假冒伪劣，坑人没商量

太原一机关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有一
次他在某手机APP上看到一个1元抢购耳机
的广告，产品介绍很“高、大、上”，就忍不住试
了试。没想到，一下就抢成功了。可等收到
快递打开一看，耳机不但做工粗糙，没有任何
标识，而且音质很差。
套路四：充当个人信息“贩子”。

史女士从山西长治搬到太原居住后一直
生活平静，但最近她参与了某购物平台“1元
购”后，开始收到各种推销电话，有的还准确
提到她的家庭住址。在向有关部门反映后，
她被告知自己的个人信息可能被购物平台倒
卖了。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提
醒，一些电商平台已经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
重要渠道，消费者花 1元买到原本价值 10元
的商品，觉得占了便宜，殊不知有的商家贩卖
了消费者个人信息。

不少“1元购”侵害了消费者合
法权益，对市场秩序造成了干扰，亟
须进行整治。

针对“1元购”存在的问题，山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在监管方面存在一些难
点。“1元购”涉及金额小，很多消费
者上当后也不是很在意，往往抱着
“嫌麻烦”的心态吃哑巴亏，让问题
得不到及时暴露。还有，很多电商
平台注册地往往不在受骗消费者所
在城市，增加了处理难度。

市场监管部门相关人士建议，
应尽快制定和细化相关法律规定，
加强对网络领域市场监管的技术研

发力度，加强异地之间、部门之间联
合执法。

有关专家提出，治理低价网购
乱象，需要消费者、政府相关部门和
电商平台共同作为。一是消费者要
认清“1元购”等网购陷阱背后的猫
腻，理性消费避免上当受骗；二是政
府部门要依法用好用足法律赋予的
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指导和行
政处罚等权限，进一步加强对平台
及商家的监管力度；三是电商平台
要加强行业自律，做好对商家的遴
选和对商品质量的把控，不断完善
平台的交易规则和维权渠道，积极
受理处理消费者的维权诉求。

治理低价网购乱象 需多方共同作为

“1元购”涉嫌多项违法

网传安徽太和多家医院骗保
国家医保局
派工作组现场督办

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
解到，针对安徽省太和县多家医院涉嫌骗
保问题，国家医保局已第一时间派出工作
组，赴太和县进行现场督办。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在安徽省太和县，
多家医院利用“免费”套路拉拢无病或轻症
老人住院，涉嫌套取医保基金。据悉，安徽
太和县已成立由纪检、公安和医保等多部
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并在全县
深入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