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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 教育培训中心
承接各单位红色教育、员工内训、拓展团建。联系电话：18633708080 15833176660

5月 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
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正式实施。
司法解释规定，收款不退、丢卡
不补、限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
依法认定无效。预付式消费，简
单来说就是一种“先交钱、后消
费”的模式，享受优惠便捷的同
时，由此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对于预付式消费的“痛点”，司法
解释有何新规？消费者又该如何
保护自己的权益？

恶意闭店 商家担责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遇到一
件烦心事儿。她一直光顾一家美
发店，当听到有“充 5万赠 1万”
的活动后，李女士办了卡。不过
2024年8月，李女士来到店里染
发，没想到这家店的经营者不仅
换了人，还提出了一个让她难以
接受的要求。李女士说：“条件是
如果使用以前的卡，得 1比 1充
值。比如卡余额有 1万块钱，还
要掏1万块钱才能用。”

李女士说，美发店突然换东
家，没有提前给消费者任何通

知，她卡里尚未消费的共计九千
多元钱。她找到对方协商却遭到
拒绝，于是李女士将美发店之前
经营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王某
及两名股东起诉至法院。

李女士想让被告退还她卡
中剩余的钱款，但对方辩称，他
们已经将店铺转让给了新的经
营公司，因此无需承担退款责
任。他们还表示，原告要求的九
千多元不合理，因为其中有六千
多元钱是充值赠送的金额，这部
分钱是不予退还的。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法官程惠炳说：“被告经
营的公司有一次比较大的工商
登记变更，是原来的法定代表
人、股东把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万元变更成了 1万元。原法
定代表人把公司的股权分别转
让给了同村的两个堂兄弟。”

程惠炳说，原来的法定代表
人减资，转让股权、转让店铺以
及注销公司的这一套流程，发生
的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在此期
间没有对消费者债权人做出任
何形式的通知，构成了恶意闭店

和跑路的行为。法官表示，充值、
打折是美容美发店等商家常用
的促销方式，不过这些折扣力度
必然已经计入机构的商业成本。
按照相应折扣折算。法院判决被
告三人共同退还李女士八千四
百多元。

店铺易主 余额难退

商家试图利用“恶意闭店”
金蝉脱壳，最终还是要为不诚信
买单，而预付式消费纠纷的复杂
远不止于此。厦门的洪先生在一
家足疗店充值消费，2021年时，
这家店的客服突然询问他，是否
同意将卡内余额转到下一家承
接该店的经营公司。洪先生了解
到新公司不会变更店铺地址，于
是同意了。然而 2024年的一天，
洪先生突然发现店铺再次易了
主，并且换了老板的店铺竟然已
经停止营业了。洪先生为了要回
充值卡内的九千多元，将经营足
疗店的第二家公司和第三家公
司起诉至法院。

案件审理过程中，第三家公

司的经营者并未到庭。而第二家
公司的经营者认为，他们已经和
接手的第三家公司签了合同，约
定把所有会员剩余储值卡金额
对应的服务都转让出去了，因此
原告应当向第三家公司主张返
还费用。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法
官沈冰芸说，虽然两家公司签订
了相关的债务转让合同，但是这
件事从头到尾没有得到过原告
的同意，所以第二家公司应当继
续履行合同义务，但是鉴于店铺
已经实际关闭，所以原告诉请解
除合同，并要求退还相应的款
项，我们予以支持。厦门市思明
区人民法院判决第二家公司向
洪先生退还九千多元。

针对现实问题
进行针对回应

针对预付式消费的现实困
境，这份司法解释进行了针对性
回应。司法解释明确规制“霸王
条款”：

■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
制转卡等“霸王条款”应依法认
定无效；

■明确消费者七日无理由
退款的权利：消费者自付款之日
起七日内有权请求经营者返还
预付款本金；

■规制“卷款跑路”行为：经
营者收取预付款后终止营业，既
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
款，构成欺诈的，应当依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承担
惩罚性赔偿责任；

■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当将
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通过严肃追责打击
遏制“卷款跑路”行为。

专家认为，法律为消费者织
就权益保护网，也需要消费者主
动运用真正发挥效用。遭遇预付
式消费纠纷时，消费者应注意保
全相关证据，留存合同、付款凭
证等，可以与商家协商，向消费
者协会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借助司法力量维护合法
权益。 据《北京晚报》

最高法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正式实施

“收款不退”等霸王条款无效

“匍匐”“尴尬”“亵渎”“喷
嚏”“邋遢”……这些常见字，不
少中小学生看了都认识，提笔时
却写不出来。

常写错字、好字难寻，当前，
一些中小学生书写能力不强，不
少人都面临提笔忘字的情况。如
何让孩子们认识汉字之美，爱写
字、写好字？

部分中小学生书
写能力不强

如今，随着手机、电脑的普
及，不少人在生活中都存在“汉
字失写症”。特别是一些中小学
生只在完成课堂作业时动笔写
字，大多数时候靠拼音输入法打
字，有时使用拍照、语音转文字
等技术手段代替笔记。

天津一名小学生家长周先
生说，孩子有时提笔忘字，对一
些汉字的笔画结构、偏旁部首记
忆模糊，经常需要上网查某个字
怎么写。

长期在文具行业工作的天
津市鸵鸟墨水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强介绍，中小学生曾是墨水行
业的重要用户群体，但目前其书
写频率降低，使用钢笔进行书写
训练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传统
墨水的销量明显下降。

学生书写不佳的情况也日
益普遍。在广东惠州一所小学任
教的王女士说，班上不少学生写
字较差，有的下笔浅、写字小，有
的歪七扭八、超格出线，还有的
丢笔画、多笔画、乱连笔，字迹很
难认清。

湖北省一位中学教师饶舜
也表示，从作文阅卷的情况来
看，目前学生的书写水平大不如
前，写字较好的学生仅占三成左
右，不少学生平时很少花时间练
字。

与此同时，受网络流行语影
响，“造词”、错字的情况越来越
多。有的未成年人喜欢使用“稀

饭”“集美”“针不戳”等谐音梗，
还有些习惯用“XSWL”“U1S1”
等字母、数字、符号组合代替文
字表达。“不少网络词汇不仅成
了中小学生的口头禅，还出现在
孩子们的考卷上、作文中。”饶舜
说。

“在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握

着鼠标忘了笔杆’，仍需提升青
少年汉字书写能力。”天津社会
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张
丽红说，汉字不仅是信息符号，
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青少年书
写能力下滑、汉字功能弱化，会
影响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

“失写症”的背后

导致青少年书写能力下滑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电子产品使
用率上升、写字频率下降。除此
之外，纸质阅读时间有限、对汉
字的文化艺术底蕴科普不足、书
法师资力量欠缺等也是重要原
因。

——网络别字多，文字使用

不规范。多位受访者指出，部分
短视频、自媒体上经常出现乱用
汉字、编造词句、用语不规范等
现象，一些从业者追求流量至
上，对语言表述漫不经心。

“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学习
期，容易模仿流行用语。网络平
台上语言文字的滥用错用，会弱

化青少年使用规范文字的意
识。”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互联
网信息与用户行为研究中心主
任陈旭辉说。

——静心阅读少，对经典文
本不够亲近。中南传媒产业研究
院和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去年 5
月发布的《湖南省中小学校园阅
读现状与需求调研报告》显示，
中小学生用于课外阅读的时间
和阅读量均明显下降，家庭图书
拥有量偏低，图书拥有量不足
30本的家庭占比超过一半。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青少
年倾向于阅读简短的电子信息，
对经典文学作品、传统纸质书籍
的阅读兴趣不够高。汉字丰富的
内涵、文化大多蕴含在经典文本
中，阅读量的减少容易使孩子对

汉字的理解和感悟不够深入。”
张丽红说。

——板书遭弱化，专业书法
师资不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天津青年宫教师彭瑶等专家
介绍，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普遍
面临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一些学
校的书法课教师由其他学科教
师兼任，难以为学生提供系统、
专业的汉字书写指导。有些校外
培训班的书法教师没有系统学
过书法就匆匆上岗。

此外，中小学生非常容易模
仿老师的字体和写字方式。天津
市西青区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李祖华等表示，目前部分中小学
教师的书写基本功不够扎实。一
些学校在招聘教师时，对手写板
书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更多是
通过筛查学历等方式进行选拔
考核。

——日常字体单一，难以感
悟汉字之美。多位专家认为，学
生日常使用的教科书等字体比
较单一，审美层面上的汉字、书
法教育不足。

“当前有的‘江湖书法’走红
网络，容易侵蚀青少年对汉字的
审美意识。”彭瑶说，教学过程
中，在让学生掌握书写姿势、笔
顺规则、书写规范的同时，也要
注重向孩子介绍汉字的文化渊
源与演变过程，多带领学生欣赏
历史上书法名家的作品，在潜移
默化中让孩子感受汉字之美。

让孩子们能写
字、爱写字、写好字

中小学生书写水平下滑的
现象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去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
育的通知，提出培养良好书写习
惯、提高规范书写水平、传承优
秀汉字文化、规范校园用字等举
措。

业内人士认为，学校、家庭、

社会要进一步形成合力，让青少
年重视规范汉字书写，能写字、
爱写字、写好字。

从学校教育来讲，要充实书
法教师队伍，完善书法课程体
系。彭瑶建议，可将书法史、书法
美学、书法艺术等内容纳入中小
学教学系统，完善对学生汉字书
写教育的考评体系，增强学生对
汉字的认同感；同时补充书法教
师，邀请校外专家对现职教师有
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李祖华认
为，中小学校应加大对教师汉字
书写与板书规范性的考察力度，
推动师范院校加强师范生书写
训练。

“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可以
举办‘书法文化进校园’、汉字听
写大赛等活动，在博物馆、图书
馆举办优秀书法展览，通过更丰
富的形式激发学生对汉字书写
以及书法文化的学习热情。”黄
强说。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
忽视。张丽红建议，家长要引导
孩子认识书写的重要性，鼓励孩
子临摹字帖、认真书写，帮助其
挑选质量好、适合孩子年龄段的
书写和指导工具。

此外，互联网对青少年影响
较大，要守好网络文字规范性的
底线。陈旭辉建议，内容平台有
必要通过AI工具进一步完善对
创作者的文字规范提示；发挥媒
体、研究机构、语言文字行业专
业协会等机构的合力，形成正确
使用语言文字的良好风气。

实际上，提笔忘字、别字高
发等汉字书写能力弱化现象并
不仅仅出现在青少年群体中。张
丽红建议，未来可在社区活动中
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
场所以汉字书写和汉字文化为
主要内容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制
作相关教育节目、纪录片，营造
良好的汉字书写环境，让人们在
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更好感受汉
字书写的魅力。 据新华社

忘字多、好字少

如何让孩子们“爱上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