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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出售沧州开发区附近土地和厂房
工业用地，有证，土地面积15亩，厂房有车间、办公室、宿舍、门卫，接手就可使用，水电齐全，

独立变压器。地理位置优越，出入方便。价格面议，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7832876666

日前，市场监管部门对作业
帮、猿辅导分别处以 250万元顶
格罚款。两机构虚构教师任教经
历、虚构课程费用，作业帮在其
官方网站谎称“与联合国合作”，
猿辅导在其网站谎称“班主任一
对一同步辅导”“您的 4名好友
已抢购成功……点我抢报”，这
些诱骗消费者交易的行为在严
查之下无处遁形。

套路五花八门
都是空头支票

据 12345 北京市民服务热
线的统计，5月2日至5月9日短
短一周内，北京市民反映教辅培
训机构规范问题诉求多达 2625
件。

记者从中随机抽取 92件涉
及“培训机构虚假宣传”的投诉
进行梳理，发现培训机构的套路
可谓五花八门。如市民反映一些
成人考证班打出“免考下证”“一
次考试三次免费补考”的广告。
一些考研辅导通过“价格优惠、
无追加收费”吸引消费者买课。
一些青少年艺术班打出的“办卡
送充值”“免费赠送大礼包”“自
主选老师，随时可上课”等广告
更是让家长们心动不已。但这些
宣传最终落了空。

记者发现，这 92 件投诉的
处理结果中，一小部分已转至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处理，但还
有很多诉求由于投诉人未能提
供相关证据而难以顺利处理，另
外一部分则建议双方协商调解
不成的情况下走司法程序。

这些五花八门的套路有一
个共同点：吸引报课的那些噱头

都是口头承诺，合同里没有提
及，甚至还有部分消费者表示付
费前根本没有与培训机构签署
任何书面合同或协议。

花4000元买考研课
次日就要追加12000元

前不久，王女士打算报班准
备考研，“我本想货比三家，但我
咨询完以后，一家考研机构中一
个自称董老师的人不停地给我
打电话，催着我报班。”王女士
说，董老师向她推荐购买 4470
元的“卓萃班”网课，包含 3门课
的网络课程、全套纸质版教材以
及班主任老师一对一服务，而且
可以给她 500元优惠券，实际只
要不到4000元。

“她还给我发来了电子版合
同、营业执照等材料，看起来挺
靠谱的，而且价格也不贵，我就
有些心动了。”王女士表示，还没
等她细看细想，这名工作人员又
开始新一轮游说，不停催促王女

士赶快报班。“她说马上要分班
上课，等分好班就不能再报名
了。让我先交费，合同留着以后
再签。”

于是，在还没有签合同的情
况下，王女士先交了钱。没想到
第 二 天 董 老 师 又 打 来 电 话 ，

“她说要给我升级到更好的班，
这个班可以百分百考上，但需要
再交 12000元。当时明明说好了
不追加收费，而且承诺的全套教
材最后我只收到了 4本，班主任
一对一辅导更是没影儿，别说辅
导，连什么时候上课也不通知，
需要我自己去问。”

发觉被套路后，王女士向董
老师提出了退费。“当时离付款
还未超过 24小时，但她拖着说
自己没有权限，一直拖到第二
天，已超过 24小时，再通知我网
课不能退费了。后来我和工作人
员多次联系，工作人员说只能退
10%。”这期间王女士也看了合
同，发现合同里并未写明自己应
享受的具体服务，也未就退费事
宜进行说明。

“起诉成本太高，不值得，只
能这样了。”王女士欲哭无泪：交
钱之前说得千好万好，怎么都
行，交完钱立马成了这也不行那
也不行。

充值1万元送1万元
谁料课难约卡难退

张女士的孩子喜欢音乐，为
了培养孩子的音乐兴趣，她扎进
众多艺术班里千挑万选，最后，
一家艺术班脱颖而出。“这家培
训班打出广告，可以自主选时
间、选老师。”灵活的上课方式很
适合张女士家的情况，只是价格
比其他机构贵了许多。

“但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办
卡充值，充8000元送6000元，充
1万元送1万元，充的越多，送的
越多。”张女士想，按照这样的算
法，如果交1万元，相当于买了2
万元的课，于是在这家机构办了
卡。

张女士介绍，孩子刚上课时
都很顺利。但半年前，这家培训
机构突然设立了一部预约电话，
规定只有每周一上午 10点才能
打电话预约。“每到周一，10 点
前家长们都得守着手机，一到时
间立刻打电话。”张女士说，电话
很难打进去，好不容易打进去，
想要预约的时间段已经被约满
了。“当初承诺的随时约课根本
无法兑现。”

张女士表示，不合理的预约
方式让她十分闹心，想要去退
费，却被反问：“你的孩子出国了
吗？还是重病了？”工作人员拿出
合同指着条款告诉她，条款上已
写明“除不可抗的特殊情况外

（病危、事故、车祸、意外伤害、自
然灾害等）皆不予退费。”

当张女士坚持退费时，工作
人员则劝她说现在退费不值得，
建议把课上完。原来，合同里写
有的退费原则是“扣除已使用课
时对应费用（按优惠前的原价计
算）将所剩款项退还学员。”张女
士 已 经 上 了 近 1 万 元 的 课 ，

“如果现在退费，相当于我根本
没有享受它的优惠，白白按原价
上课。”无奈之下，张女士只好硬
着头皮继续和其他家长一起握
着手机“拼手速”。

别急着交费
先看合同

面对培训机构层出不穷的
花样和套路，消费者该怎么避免
入坑？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自
豪律师建议，交费报班避免盲目
冲动，把握合同内容是破局关
键。

张自豪建议，不要轻信考研
机构声称的“免考下证”“交钱包
过”等口号；面对商家宣传的内
容保持清醒，在付款前先明确这
些宣传内容是否写进合同；仔细
阅读合同，看合同条款是否有纠
纷解决机制、退赔是否公平。

消费者面对培训机构往往
认为自己处于劣势一方，签订合
同容易被培训机构“牵着鼻子
走”，认为培训机构提供合同，自
己只有“签字”和“不签字”两个
选择。事实上，通过双方协商可
以对合同进行修改，例如要求将
宣传内容写进合同、协商写明退
赔条件方式等。

据《北京日报》

培训机构套路多——

付费前啥都行，付费后啥都难

从前，子女整天沉溺在数码
产品和互联网世界中，让上了年
纪的父母不解，甚至斥责。如今，

“新老年”朋友同样如此，他们用
上了智能设备，不少人同样沉迷
在短视频中无法自拔。信息时
代，如何帮助中老年朋友建立

“触网”的正确观念？理性对待短
视频等社交网络平台，成为重要
的社会课题。

老年人“触网”
欲罢不能

聊微信、玩游戏、看短视频、
刷朋友圈点赞留言……愈来愈
多的老年人喜欢智能手机，他们
大规模地“触网”。但中老年朋友
过于依赖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
平台，给家庭和自身都带来一些
负面影响。

据媒体报道，南京的王先生
教会腿脚不便的父亲上网打牌
后，深感后悔。原来，他的父亲经
常一打牌就是一天，有的时候饭
也不吃了。王先生还不能多说，
说多了老人家就不高兴。

手机游戏不只是年轻人爱
玩，绍兴的章阿姨同样乐此不
疲。章阿姨退休后无聊，跟女儿
学会了手机游戏：组建军队，带
领战士保家卫国……一玩就是

好几个小时，欲罢不能。此外，爱
消除、斗地主也是她的最爱，比
年轻人还上瘾，常常深夜 12点
还不睡觉。家人劝她少玩游戏，
她还急眼。

随着老年人“触网”现象加
剧，如何防止他们沉迷网络，已
成为全社会的重要课题。

部分“老网民”
日在线超10小时

正如上述新闻中，这样过度
沉迷社交网络平台的老人，在中
国社会不在少数。截至2020年3
月，中国已有 9.4 亿网民，其中
60岁以上老年网民占10.3%，中
国移动互联网上活跃着约 9600
万银发族。我国 60岁以上老人
日均使用互联网时间高达 64.8
分钟。

《2020 老年人互联网生活
报告》首次披露 60岁以上老年
人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偏好。报告
显示，0.19%的老年人在某资讯
App上的日在线时间超过 10小
时，全国或有超过 10万老年人
呈现出极致孤独的生活状态，全
天候沉迷在移动互联网上。

数据显示，有些老人重度依
赖网络，他们每天除了基本生活
之外，把全部时间消耗在移动互

联网上。老年人对手机依赖的程
度如此严重，和在现实生活中无
人关照，易感孤独，缺乏现实寄
托有关。

防沉迷也需
“老年模式”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郑坤木认为：智能手
机和社交网络平台的出现，给人
们接受新鲜资讯带来便利。一方
面，在数字化时代，一些老人不
懂得使用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
软件，导致生活出行不便。但另
一方面，成功跨越“数字鸿沟”的
老人却又沉迷于此，花时间和精
力在上面。

如何让沉迷的老年人摆脱虚
拟世界？郑坤木认为，应该分为三
个主体考虑。首先，从老年人本位
主体来说，通过手机社交软件与
他人交流，有助于减轻孤独。但太
过依赖手机就是沉湎，反而对身
心健康不利。他提出，老人应该更
多地融入社区与邻居互动，通过
聊天散步等排解寂寞，不能让自
己成为手机的“木偶”。

其次，从和老年人相关的家
人角度来看。孝老敬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家人不仅应该关
心老人的衣食住行，更应关心他
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年轻人既
然可以帮助老人成为数字生活的
主人，也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正确“触网”，这才是真正的孝。功

夫不仅在网上，还在网下。儿女和
家人应该多花时间和心思，来满
足老人沟通陪伴的需要。

最后，最为关键的是全社会
加强养老护老方面的建设。郑坤
木建议，互联网平台不妨推出和

“青少年模式”一样的“中老年模
式”，正如腾讯的游戏防沉迷系
统也覆盖 60岁以上老人。相关
手机软件应在使用时长、用眼健
康、视频内容等方面加以调整来
保护中老年人，达到防沉迷的目
的。为系统算法加入反成瘾因
子，有助于为老年人创设更清朗
安全的网络空间。不仅是工信部
等相关政府部门应督促手机
App进行适老化改造，社会机构
诸如老年大学和社区等，应开设
智能手机使用课程，积极帮助教
育引导老人，理性看待手机和互
联网，避免他们和现实脱节、沉
迷网络。

其实，今天老人在面对互联
网世界时的“沉醉不知归路”，也
是年轻人未来将面临的窘境。进
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年人“防
沉迷”是全社会都需要共同面对
的话题，“网瘾老年”应该得到全
社会的正视。只有更好地护航中
老年朋友在互联网世界里“乘风
破浪”，才能拥有更美的“夕阳
红”。 据《半月谈》

比年轻人还上瘾

“网瘾老人”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