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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银鹤老年公寓（运河区中心敬老院）河北省“敬老文明号”单位
河北省“爱心护理”示范单位

乘车路线：市内乘10路、29路，银鹤老年公寓（恒大城站） 咨询电话：0317-2157899、13903178393
招收自理、半自理、全护理老人。 常年招聘护理员

花园式四合院，平房结构，交通便利，服务一流，集居住、医疗、康复、护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

对于很多“00后”的手机用
户来说，“长途漫游费”是个极为
陌生的名词，因为早在 2017 年
这项收费就已经被取消了。然
而，记者近期接到消费者投诉，
称亲人的手机一直被收取名为

“亲情省”的漫游套餐费。对于已
经被取消的业务为何一直收费，
中国移动客服给出的解释却是

“用户不取消会一直默认收费”。

漫游费取消了
相关套餐仍在收费

日前，市民赵先生向记者反
映，自己家老人的手机一直被收
取“亲情省”套餐资费。赵先生表
示，由于家里老人退休前曾经在
外地工作一段时间，为了节省通
讯费，当时赵先生给老人办理了
这项业务。

对于很多“00后”手机用户
来说，“长途漫游费”已经是一个
陌生的名词。当年，由于种种原
因，各省手机资费不同。手机号
有所属区域，用户离开这个区域
接打电话被称为“漫游”，而在本
地拨打外地号码被称为“长途”。
相比于本地通话费，长途漫游的
费用有时能高出2倍到3倍。

随着用户的增加，“长途漫
游”资费备受争议，因为对于移
动等电信公司来说，用户“漫游”
到省外区域，并没有对通信公司
产生匹配其收费水平的高额额
外成本。当时作为对这一反对声
浪的缓冲，移动推出了“亲情省”

“国内漫游计划”等套餐活动，这
些套餐每月只需要交 1元，用户
就能享受给外地用户打电话和

在外地接打电话的“优惠资费”。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5年8

月，中国移动就在京津冀地区取
消了长途漫游费。而到了 2017
年 9月，三大运营商则是在全国
范围内取消了长途漫游费。

赵先生表示，他早已忘了还
有这个套餐，因为金额不多，每
次扣费时家里老人都没有注意。
但是，最近赵先生帮助老人整理
不用的手机号时，才发现一直在
支付这项套餐资费。

用户不主动取消
会一直收费

记者在采访中也找到一个
直到现在仍在被收取“国内漫游
计划”套餐费的号码。如果从
2015年8月计算，这一北京移动
的号码已被收取了 68个月被取
消业务所产生的费用，即使从
2017年9月计算，该用户也已经
持续交纳了 43个月这一本不应
该存在的收费。

此外，记者注意到，北京移
动近期的短信账单并没有显示
明细。在这一涉事号码 4月 8日
收到的 3月话费账单中，主要消
费项目仅罗列了“套餐及固定
费××元”。

对于此事，记者以用户的身
份于 4月 8日咨询了北京移动。
其电话客服表示，“国内漫游计
划”业务需要用户通过短信退
订，发送退订短信之后，次月就
会生效，不会再收取费用。同时，
该客服表示，如果不是用户主动
取消业务，即使业务已经“不存
在”，费用还是会照扣。对于为何

已经被取消的业务还会产生套
餐资费，该客服人员表示，这是
系统问题，他无法解决，只能向
上级申请处理。

4月 9日，记者接到了移动
客服对此事的回复。该客服表
示，解决此事的办法仍旧是需要
客户自行取消业务，移动会补偿
客户 100元话费，该话费不可被

“提现”，如果用户转网或注销号
码，该话费不会退还给用户。

此类“停办却收费业务”
还有多项

记者在北京移动官网上查
询到一则《中国移动通信客户入
网服务协议》，其中明确规定：

“如遇政府主管部门统一调整资
费标准的，本协议按政府主管部
门调整后的资费标准在规定的
时间起执行。”而显然，移动并没
有按协议规定取消本已经被政
府规定不收费的项目而产生的
套餐费用。

而记者在与移动客服人员

的反复沟通中注意到，用户不主
动取消就一直收费的“停办业
务”不仅是“长途漫游费”一项。

记者在对部分移动用户的
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资费明显
与现在的收费水平不对等的套
餐，如 5元 40M的闲时（23 点到
次日 7 点）流量费。而目前在北
京移动小程序上，1G流量+某视
频一天会员的拼购价格为 0.99
元。移动客服表示，该 5 元 40M
套餐确实已经取消，但是神州行
卡需要有必选套餐，目前最低的
套餐费用是“8元套餐”，含30分
钟和10M流量。

此外，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针对中国移动的各种投诉有 10
万余条，其中很多是用户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账单中出现套餐和
会员收费的投诉。在一些贴吧
中，有网友称一些在小学里才能
用的校园局域网业务，在孩子已
经上了初二后才发现仍在继续
收费。一些业务已经被取消、资
费发生变动，只要用户没有主动
要求取消，中国移动就会一直默
认收取费用。

对此，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房玉洲律师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移动公司
此种操作方式属于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

房玉洲建议，因手机长途漫
游费所涉金额通常都不大，通过
诉讼方式维权成本相对较高，因
此，建议权益受到侵害的消费者
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三十九条所规定的“向有关行政
部门进行投诉”的方式进行维
权。

移动回应：
收的是
“漫游优惠计划”月费

昨日，中国移动回应称，北
京移动已于第一时间组织内部
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工作。中国移
动称，在取消长途漫游业务前，
北京移动曾推出“漫游优惠计
划”，此业务旨在为客户降低语
音资费（含本地和漫游的语音费
用），赵先生描述的仍在收取的
费用，即为该“漫游优惠计划”月
费，并非长途漫游费。

中国移动称，从客户利益最
大化出发，如果保留“漫游优惠
计划”，北京移动将按语音资费
最优原则进行计费；如果取消该
业务，客户语音资费可能上升。
因此北京移动通过公告、短信等
手段，对已订购“漫游优惠计划”
的客户进行了告知，通知客户可
进行退订，由客户自行决定保留
或取消。

据《北京青年报》、澎湃新闻

“漫游”早成历史 中国移动却仍收费43个月
移动回应：用户不主动取消会一直收费，收的是“漫游优惠计划”月费

不知何时，课间跳绳、跳房
子、踢毽子、打弹珠等儿童游戏
在校园内消失了，除了体育课，
操场上看不到学生跑跳的身影，
不少学校课间10分钟鸦雀无声。

“学生课间活动的最大半
径：教室外的过道”“比体育老师
更卑微的，是没有课间 10分钟
的孩子”“孩子在教室里一坐一
整天，见不到阳光”……家长们
呼吁：把课间 10分钟还给孩子，
让他们能出教学楼玩耍。

文明休息？课间圈养

小花体重飙升，她的妈妈王
女士叮嘱她在学校不要总坐着
不动，课间到操场上活动活动。
对此，小花表示“根本做不到”：

“老师只允许我们喝水和上厕
所，不让我们下楼，课间只能在
教室跟前后桌同学聊聊天。”

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课间竟
然不能下楼“撒个欢”？记者调查
发现，课间圈养的情况在全国各
地中小学校普遍存在。不少学校
以强调纪律为名，想方设法让好
动的小学生安静下来，美其名曰

“文明休息”。
在海口某小学，学校要求老

师上完课后不得马上离开教室，
下一节课的任课老师须提前几
分钟到教室，实现“无缝对接”，
以便让“老师的管理”延伸到课

间。同时，每个楼层还安排值日
老师，课间在楼道内巡查。

有的学校则由少先队大队
部干部组建值日团队，课间对每
个班级进行评比，该评比与每个
月的文明班级评选结合，一旦发
现某班学生追逐打闹，大队部就
给该班级扣分，就等于是损害了
班集体的荣誉。孩子们被施加了
无形的压力，便自觉地不再嬉戏
打闹。

一位家长无奈地说，虽说开
学是“神兽归笼”，但孩子一整天
都被关在“笼子”里，感觉像是在
坐牢。

嬉戏打闹=意外高发？

“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同

时对力量的控制能力弱，磕磕碰
碰是常事。默许孩子课间嬉戏打
闹，无疑将大大增加意外发生的
几率。”一些家长认为，与其让孩
子面对难以承受的意外，或者提
心吊胆地担忧孩子们出意外，不
如放弃撒欢疯玩的念头，让孩子
在老师的严格管理下开展校内活
动。

一方面为防止意外发生，另
一方面营造安全可控的校内环
境，学校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维护
校内安全，甚至学生上下楼梯、
上学放学、食堂取餐等，都安排
老师沿途“呵护”，严禁学生私自
玩耍校内游乐设施。

在海口，一些幼儿园放学时
不允许家长带孩子在园内逗留，
即便在家长看护下在园内游乐

设施上玩耍也不被允许，原因是
“离园便离了责任”，若孩子在园
内发生意外，家长会与园方就事
故原因“扯皮”。

海口市英才小学校长谢立可
表示，对于一所动辄上千人的城
市小学来说，学生校内安全管理
的确是个大难题，严格限制课间
活动范围、活动强度，的确可以大
大减少意外发生的几率，然而，

“这违背了少儿身心发展的规律，
长期下来，孩子们挺可怜的”。

课间“野”一点又何妨

“小学教育工作者，必须熟
知孩子的身体和心理特征。”谢
立可说，活泼好动是这个年龄段
孩子身体生长所需的，只有在嬉
戏、流汗中，他们的运动能力和
身体素质才能得到锻炼。“休息
时间只聊聊天、望望远处，这不
是孩子，而是成人或者老人。”

“我们反复权衡，让课间安
静下来，是不是压抑了孩子们的
天性？究竟对孩子终生发展是有
益的还是有害的？最终决定尊重
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维持原有
的课间活动规则——只要不打
架、不伤害别人，默许他们‘野’
一点。”谢立可说。

将孩子管束住，让他们安安
静静在教室坐着，意外减少的同
时，将会损失什么？

我们将损失课堂效率。让孩
子们课间活跃一点，动静结合，
能有效提高课堂学习效率。“一
堂课 45分钟，我们要求孩子们
遵守纪律、认真听讲，如果课间
还不允许动一动，不允许他们大
声说笑、做些游戏，那么下一节
课如何才能沉静下来？”谢立可
说。

小学生身上的能量不在此
处释放，便在彼处释放。谢立可
举例，有一年为了让毕业班有更
多复习时间，学校取消了六年级
学生的早晚操，结果那一年该年
级楼层的厕所门坏得特别多，

“你不让他们上下楼释放能量，
他们就跑到厕所里去玩了，更加
危险”。

不被鼓励到室外活动、休
息，会导致孩子的眼睛长时间处
于疲劳状态，孩子更易患近视。
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中小学
生近视率逼近60%。眼科专家普
遍认为，防治近视，最重要的是
要保障学生每天至少有两小时
的户外运动时间。

谢立可认为，学校应将追求
“零”过失率作为目标，但社会和
家长对学校过失率要有一定容
忍度，特别是对于在校园管理规
范、校内设施安全到位的情况下
发生的意外。

据《半月谈》

只许喝水上厕所，“神兽归笼”如坐牢

课间10分钟，“野”点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