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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2022年一审
审结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件3.2万件

新华社电 人民法院 2022
年一审审结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案件 3.2万件，与 2018年一审审
结 1.2万件相比，案件数量增长
近两倍。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
法院 15日召开的网络消费典型
案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内容。

针对网络消费领域的法律
适用问题，2022年3月制定并发
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
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一）》，对网络直播
营销、外卖餐饮等群众普遍关切
的问题作出回应。

当日，最高法还发布了 10
件网络消费典型案例，涉及负面
内容压制合同效力、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等
问题。

上海警方
侦破系列非法经营案件

新华社电 记者15日从上海
市公安局获悉，近期，上海公安机
关成功侦破利用新媒体社交平台
引流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系列案，涉案金额2亿余元。

去年 7月，上海市公安局经
侦总队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分
子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上通过网
络直播的方式公开分析股票行
情走势，并引导客户购买所谓
“大师荐股课程”，即牵头虹口分
局等全市多家分局成立联合专
案组开展侦查。

在掌握犯罪证据后，上海警
方开展收网行动，先后捣毁非法
荐股犯罪团伙 13个。目前，警
方已将 90余名犯罪嫌疑人以涉
嫌非法经营罪依法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部分中小学周边仍可见“问题学具”

记者走访了南京市游府西街小
学、洪武北路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周边几家文具店，发现仍有店
铺出售“笔刀”“刻刀笔”。这种“刻刀
笔”外观与普通圆珠笔无异，但内含
尖锐刻刀，往往被作为手工类学具出
售。此前因其对中小学生，特别是低
龄未成年人造成安全隐患，已被有关
部门叫停在中小学周边出售。

记者还随机购买了 9款学生常
用彩泥送往检测机构检测。广电计
量化学分析测试主管陆伟东告诉记
者，送检样品中有的在可迁移元素检
测中检出重金属钡；有的检出游离甲
醛值严重超标，高达学生用品新国标
限值的2.6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
主任赖维说，长期接触此类物品对儿
童肝肾系统、血液系统损害较大，可
能严重损害儿童身体健康。

在贵阳、沈阳等地，部分中小学
周边的文具店里，“中性笔盲盒”“橡
皮盲盒”“文具盲袋”等盲盒类学具仍
被商家摆在显著位置销售。

辽宁省朝阳市西街雷锋小学五
年级班主任苏晓娜说，现在的盲盒学
具花样翻新越卖越贵，孩子沉迷其中
不但浪费金钱和时间，还刺激了他们
之间攀比心、虚荣心的滋长。

名实不符的“高价学具”值得警惕

记者发现，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家长心态，对一
些学具功能进行夸大或虚假宣传，诱
导家长花“冤枉钱”，有些还会伤害孩
子的健康。

记者发现，所谓“护脊书包”虽然
已被专家屡次“打假”，但在广州仍以
不菲价格在售，且销量很好。

几个批发“护脊书包”的商家告诉
记者，批发价120元左右一个的“护脊
书包”，在大型文具店或书店里可卖到
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所谓“护脊”也
纯属概念炒作，“只是背后多了几块支
撑点，很多小朋友背了都说不舒服。”

有专家提醒，有些数千元一台的
“护眼学习灯”号称能“还原自然光
线”，其宣传的护眼效果也很可疑。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少
年近视防控科主任医师杨晓表示，当
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台灯等人工光源
设备能完全还原室外自然光线。

还有一些所谓的AR、AI高科技
学具也涉嫌虚假宣传。广州一名初中
生家长王女士花费千元给孩子买了一
款AR物理智能学习卡。“所谓的AR
就是在手机上呈现3D图形，AI解说生
硬，操作也不流畅。”王女士说，“如果
要深入学习一些专题，还要另外交费，
一科 1000多元，全科长期会员高达

4500多元，感觉就是买回来一个对着
3D图像念课本的机器，没什么用处。”

新学期多地加大治理“问题学具”力度

新学期伊始，广东、江苏等多地
主管部门已针对“问题文具”开展专
项检查，进一步探索提升治理效能、
实现治理效果长效化的系统措施。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继续加强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收集和舆情
监测，持续加大校园周边儿童和学生
用品专项整治力度，严查生产销售危
险文具以及其他涉及质量安全问题
儿童和学生用品等违法行为。

针对盲盒市场的乱象，市场监管
部门正在持续发力治理。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容易冲动消
费购买盲盒的现象，《盲盒经营活动
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也提
出，盲盒经营者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
成年人销售盲盒。向 8周岁及以上
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应通过销售现场
询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认
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会继续强
化未成年人消费教育引导，增强未成
年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与鉴别能力，
通过消费提醒帮助学生在选购和使
用文具时避免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
为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成长营造良好
的质量环境。

国台办：自3月15日起
恢复台湾地区冰鲜白带鱼
冻竹荚鱼输入

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
晓光 15日表示，大陆已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取消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环
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监
测检测等措施。为促进两岸贸
易健康发展，海关总署决定自 3
月 15日起恢复台湾地区冰鲜白
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2022年6月，大陆海关在台
湾地区输大陆冰鲜白带鱼、冻竹
荚鱼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样本。基于生物安全风险防范
的考虑，海关总署自2022年8月
3日起暂停了台湾地区冰鲜白
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文具盲袋、护脊书包、“护眼学习灯”

“问题学具”还没“断根”
新学期多地加大治理力度

新华社电 近日，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包括文具、教辅用品等在内的学具市场开始活跃起来。为确保中小学
生安全，多地有关部门陆续开展学具市场监督检查工作，排查清理相关风险。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中小学
附近仍有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学具”在售。

新华社电 3月14日，杨世谊在洛阳市宜阳县的飞行营地内驾驶旋翼机进
行性能测试。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的一处飞行营地，一架自转旋翼机正在
天空翱翔。“开着飞机接触天空，仿佛能闻到云朵的味道。”驾驶者杨世谊说。
今年38岁的杨世谊从小便埋下了一颗飞翔的“种子”。自小学加入学校航模队
起，杨世谊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各类飞行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纸飞机到木
制航模，再从无人机到载人机。目前，杨世谊和他的团队研发生产的载人旋翼
机飞行器已经应用于空中搜救、治安巡逻、农林防护、飞行执照培训等领域。

他让梦想“飞”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