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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广告”“野路子”亮红灯 已禁行

“野广告”也叫“小广告”，是指未经市容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树
木、地面、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喷印的各种“广
告”（有单纯影响市容的家政类“小广告”，也有从事造假、非法金融诈
骗等非法广告）。因其影响市容环境、内容合法性无法保证且量大面
广及根治难度大，故被称为“城市牛皮癣”。近年来，针对这一城市顽
疾，我市各级部门及社会各界不断出政策、想办法全面治理。虽然仍
有一些不法个人、商家“执迷不悟”，存在侥幸心理，但治理效果明显。
今年，我市启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为此，全面治理“野广告”
刻不容缓。近日，我市再出“重拳”，对“野广告”的“野路子”已全面亮
起红灯，请曾经使用、正在使用或准备使用此类不文明手段宣传的个
人和商家禁行。乱贴广告有风险，后果很严重！

27岁的小于（化名）家住盛世社区，是个
待业女青年。虽然是待业状态，家境也一般，
但看着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有了稳定的工作，
衣食住行都是“高大上”的，她暗生“羡慕嫉妒
恨”。

2019年的秋天，小于在自家小区内看到了
“信用贷款”的“野广告”。她记下了电话号码，
背着家人打了过去……“你好，我想问问你们
的信用贷款，我需要提供什么？”“你好，欢迎您
来电咨询。你可以先介绍下你的个人情况和
家庭情况，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作贷款评估。
但是你放心，无论你哪种情况，我们都会尽量
满足你的贷款需求……”

几天后，小于突然出手阔绰“身价大涨”，
戴着珠宝首饰，提着奢侈品牌的箱包。因为父
母文化程度较低，且都是朴实的下岗工人，所
以不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她在同学和朋友
面前说：“自己做了一个生意，也赚到了钱。”

小于突然“暴富”七个月后的一天，哭着和
母亲说，她闯了大祸……

原来，小于信了小区内“小广告”，无抵押
给她贷款20万元，分期付款十年还清，且前六

个月免息，第七个月起算息，但利率和正规银
行一样。唯一需要的就是一张她手持本人身
份证的正面裸照。一切按对方要求办好后，第
二天小于银行账户就收到了 20万元的转账。
单纯的小于以为这是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

“好事”。随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消费、赌博。
本以为通过赌博能将消费的部分赢回来，然后
再分期还款，可以瞒天过海。但她没想到，第
六个月的最后一天，她就接到了催款电话，
电话里传来了凶狠的提醒：“你第一个月
应该还两万，明天就到了你第一次还款
的日子，想着如数还。如果差一分，别忘
了你有‘隐私’在我们手上。”小于明白，
这里说的“隐私”就是她手持身份证的
正面裸照。起初，小于天真地以为按
正常银行利率，每个月最多还2千元左
右，现在突然让她一个月还 2万，她才
明白，自己中了“野广告”的“圈套”，她
被“套路贷”了。

为了小于的事情，父母四处筹钱，借
遍了亲戚朋友，卖光了家里能卖的一切，母
亲因为上火大病了一场，差点丢了性命。

信了“野广告”
“赔了夫人又折兵”

广告的意义在于通过不同形式的简短介
绍快速吸人眼球，从而起到宣传的商业效果。
然而，本来正能量的事情，却被少数人以“野
蛮”手段进行广告宣传，或是凭借侥幸心理以

“野广告”的形式宣传拿不上台面的“商业活
动”。

近日，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小区，其中小
区楼道里以“开锁”“管道疏通”“水电安装”等
家政服务类内容居多。多以不干胶贴纸为主，
也有部分是喷涂上去的。本该干净的墙面，却
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广告”，令人生厌。有的
居民家门上也没能幸免。本来正常的家政服
务，完全可以在没成本、发布快、时效强、曝光

度高的正规网络平台发布，偏偏有些商户“舍
近求远”，花钱印制小广告，再雇人到处乱贴。
广告效果没有网络平台好，还背负着制造垃
圾、影响市容的骂名。而且违法张贴小广告的
行为，违反了《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现在，我市出台了暂停违法刻画、喷
涂、胶粘小广告行为人通讯工具号码的相关办
法。一经发现，城管部门会给电信部门下《执
法函》，相关电话号码就会被“停机”。因此，违
法“野广告”的终结时代已到来。

为了验证上述《规定》的效果，记者随机拨
打了几个贴在小区内、马路上的“野广告”电
话，均以“空号”告知。

宣传“野路子”
没有“好果子”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们对城市环境
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市已出台并逐步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曾经屡禁不止的违法“野广告”行
业已经亮起了红灯，从业人员身处险境，可谓

“广告内容不合法，劳动报酬没保障。遭人白
眼挨打骂，一不小心就犯法。”

今年 48 岁的朱大姐家住西安区富国新
村，2019年以前她从事过 3年在街上发“野广
告”的工作。因为多次被打骂，加之“良心发
现”才“转行”到餐厅做了洗碗工。

4年前，朱大姐女儿读高三，全家仅靠丈
夫下矿井维持生计。为了供女儿读书，同时减
轻丈夫的压力，在邻居的推荐下，她稀里糊涂
地接下了到街上发“野广告”的工作。名片大
小的广告卡片，一盒 100张，发完一盒能挣 25
元钱，平均一天能发两盒，挣 50元钱，但是去
除公交费和午餐费，最多剩 40元钱。广告内
容以“信用贷款”为主。

朱大姐说，从事“野广告”工作那几年里，

是她几十年来受委屈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
她一共跳槽过三次。其中两次是因为被克扣
工资，一共有1000多元，至今未拿到。她从来
没见过自己的老板，也根本不知道老板是谁，
因为工资是通过手机转账日结，有事也都是通
过电话安排。每次来电的号码都不一样；在往
街边停泊的车辆插、向商家门店塞广告卡片
时，时不时就会遭骂，遇到脾气暴躁的还会被
打。曾经有一次被身材高大的车主推搡几下，
体重90斤的朱大姐在家休息了好几天。

2019年，朱大姐已经读大二的女儿劝她换
个工作。一来，女儿已经认识到母亲这个工作
不合法、见不得光；二来，女儿已经读大二，可
以勤工俭学养活自己；三来，女儿心疼母亲受
委屈，风吹日晒、走街串巷、时常遭遇打骂。

朱大姐说，希望通过本报，让更多人知道
她的经历，并引以为戒。再需要工作，也别重
蹈她的覆辙。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且还间
接地做了不法分子的帮凶。

违法广告已亮红灯
从业人员身处险境

广大市民朋友：
为改善市民人居环境，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部署，辽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将依法对居民小区内的各种公共
设施上以及楼道内随意张贴小广告的行为
进行治理。针对随意张贴小广告的行为，
我们将采取下列措施：

1.依据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对拒不接受处罚的行为人，将通过手
机运营商，对小广告注明的联系人手机号
码采取暂停使用，直至接受处罚后恢复使

用；
3.通过小广告追呼系统，对小广告注明

的手机号码进行不间断追呼，直至行为人
接受处罚。

在此，我支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到小广告整治行动中来，与管理部门一道
共同创建我们美好的家园，自觉抵制随意
张贴小广告行为，也欢迎市民对随意张贴
小广告的行为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3597600
辽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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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牛皮癣”让我们美丽
家乡俊俏的脸上，长满斑斑点
点的“皮肤病”，使大街小巷的

墙体、楼体以及老旧弃管小区的居民家门上伤痕
累累。这些“野广告”不仅让城市形象受损，更让
百姓苦不堪言，让相关部门忧心忡忡。曾经，我市
各种“野广告”的非法张贴和乱涂乱写现象屡禁不
止。正常的广告发布不通过正当渠道发布，不法
分子更是以假学历、假证明招摇撞骗，用各种假证
章干着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这种行为，不仅严
重破坏了我们的市容市貌，也时刻危害着社会的
正常秩序，整治城市“牛皮癣”刻不容缓。近年来，
我市已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具体办法。尤
其今年，从“走遍辽源”到“六乱治理”可以看出，对
于非法“野广告”这一现象，我市已是“零”容忍，整
顿力度空前、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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