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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片”“代开发票”“办证”……近年来，共享
单车由于流动性强、覆盖面广，逐渐成为城市“牛
皮癣”的新“宿主”。海量的“小广告”随着骑行人
蔓延至城市各个角落，不仅破坏城市面貌，更暗
藏诈骗陷阱、不良诱导，威胁青少年身心健康。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小广
告”黑灰产业已发展出“务工模式”和“代理模
式”两类组织，结构严密、分工精细。推进城市
治理现代化，不能对此类“牛皮癣”视而不见，
破解顽疾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共享单车成“牛皮癣”新“宿主”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底，我国共享
单车（含电单车）投放总量约为 713万辆，覆盖
全国 31个省区市。在北京，2024年共享单车的
日均骑行量达353.41万人次。

然而，共享单车为广大市民带来出行便利的
同时，也成为无孔不入的“小广告”的目标。它们
如同寄生虫，悄然爬上“移动宿主”，坐凳、把手、
车篮……都成为它们的栖身之地。

长期以来，乱贴乱发的“小广告”饱受群众
诟病。成都一家共享单车企业相关负责人坦
言，车身“小广告”是企业最大的心病。“过去平
均一天要清理约16万辆贴有‘小广告’的单车，
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小广告”在推销什么？
除了疏通管道、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不

乏大量“擦边”甚至违法内容。
记者曾在一辆共享单车的座位上发现“看

片网址”的“小广告”。打开网址，先是弹出色情
画面，进而要求“会员充值”，随后的弹窗则是
博彩宣传——“充值 100即送 16888元”“秒提
款秒到账”等……

还有共享单车贴有“办证刻章”的字样和电
话，记者拨通电话后，一位男子说，广告都是他们
自己贴的，“什么证、什么章都可以办。”

成都市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车身
“小广告”看似事小，危害却不容忽视。不仅造
成视觉污染、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滋生违法
犯罪风险。

“‘小广告’大多是杀猪盘、涉黄赌的引流，
一旦扫码就可能泄露个人信息、掉入诈骗陷
阱。”成都市公安局民警陈鹏说。“网络借贷等
涉诈广告通过各种方式诱骗群众转账汇款，造成群众直接经济损
失，涉黄涉诈等内容助长背后违法犯罪产业链。”

“贴一张三毛钱，一天可挣四五百”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共享单车车身“小广告”已经发展为“务
工模式”和“代理模式”两类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的黑灰产业链。

——“务工模式”主要通过招聘人员来贴“小广告”，上下游分
工明确，利用境外聊天软件“沟通”，隐蔽性强。

“前几年在一间公共厕所墙壁上看到一个招聘网址，说是招
兼职、报酬丰厚。我就记下来了。今年我试着登录那个网址，下载
了一个聊天App，是一个境外的聊天软件，就这样入行了……”21
岁的小陈通过境外聊天App，他的上线联络员给他分配了贴“小广
告”的工作，并将喷涂“小广告”的设备直接快递给他，“贴一张三
毛钱，一天可挣四五百元”。

因为有利可图，他干得很卖力，每天零点开工，干到早上六七点
就收工，几秒钟贴一辆共享单车，一个晚上大概可以贴2000多辆。

小陈透露，贴一辆他就拍一张照片，汇总后一起发给上线联
络员，上线联络员再统一线上结账。

“贴‘小广告’的人员流动快，分布广，成本低。企业每天要清
理数万张广告，但喷涂者只需几秒就能让一辆车中招。”成都一家
共享单车相关负责人很无奈。

记者了解到，当前从事贴“小广告”的人大多是无业年轻人，
不少人是“明知故犯”，为了挣快钱宁愿铤而走险；也有部分是家
庭主妇和老年人，有的甚至不清楚自己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觉
得“只是找了个活儿干”。

“不法分子利用境外聊天软件来沟通，反侦查意识比较强，而且
上下游之间都不认识，通过线上指挥犯罪，这也增加了追查难度。”
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沙河派出所办案队长王川说。

——“代理模式”则作为色情、追债等黑灰产业的代理，引流
新用户参与分成，并可以层层发展下级代理。

“代理的工作就是去线下喷涂‘小广告’，给色情网站引流，一
个新用户在色情网站上充值金额的 80%会分给代理，利润比较
高。”记者暗访中，一名“小广告”业内人士透露，代理也可以发展
更多的下级代理，“在更多人成为代理后，‘小广告’曝光率增加，
新用户随之增多，收入也源源不断”。

王川表示，沙河派出所近期抓获的一名贴“小广告”的人员，就
是一家色情网站的代理，归案时已经引流了400多名新用户注册。

全链条打击，多元化共治

采访中，许多基层干部表示，车身“小广告”是城市“牛皮癣”
问题的新表现，需要有效治理。

不少群众提出，希望有关部门对“小广告”开展分类治理：对
便民服务的小卡片如维修、清洗、家装等，要使其有生存空间，设
置公共信息栏，满足发布正当广告的需求；对涉及违法的“小广
告”，则应加大打击力度。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治理“小广告”顽疾，各地普遍面临缺
乏明确法律依据、违法成本相对较低的难题。

成都参照《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对
违法张贴“小广告”的行为进行处罚，即认定为“在……其他设施
或者户外公共场所悬挂、张贴……宣传品”。但有基层干部坦言，
该规定对应的处罚较轻，威慑作用不足。

还有公安民警指出，对于涉黄、涉诈等“小广告”而言，其网址注册
地往往都在境外，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打击的效果相对有限。

为了破解顽疾，今年 5月以来，成都市委政法委牵头，开展对
“小广告”的专项整治。公安机关部署专门警力，加强街面巡逻，持
续强化治安处罚和刑事打击，截至 6月 18日，累计抓获涉案人员
337人，侦办刑事案件20起，刑事拘留33人；查处行政案件219起，
行政处罚298人，移交城管部门6人。

成都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动态掌握综合治理成
效，成都市已组织发动11万余人次网格员开展8次网格排查，累计
排查共享单车136万辆次，发现问题车辆12万余辆次，均已督促现
场整改或回收集中清理。

在成都市政法、交通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美团、青桔、哈啰
等企业还推出鼓励政策，对在线举报和清理广告的骑行用户给予
次卡或优惠券奖励。

技术手段也在升级：在成都，所有美团共享单车关键部位已
全部喷涂防粘贴涂层，青桔共享单车已更换 5万个车筐防粘贴网
格。截至目前，成都共享单车企业共订购防粘贴坐垫28万张，预计
将于8月底前全部安装到位。

“整治超大城市治理顽疾，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坚持法治方
式。”成都市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成都正在探索引入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补全刑事打击、行政处罚难以覆盖的治理盲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吴光于 董小红 陈地 转自《新华每日
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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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温潮湿，为了防止食物变质或
冰镇解暑，人们更多地选择将其放在冰箱
里。冰箱里的食物怎样妥善保存、安全食
用？记者采访了河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病
科副主任医师赵长普。

各类蔬菜有不同的储藏温度需求，需
根据种类分别冷藏或存放于阴凉通风处。
赵长普介绍，为了防止绿叶蔬菜被冻伤，
应将其包好后再放入冰箱，并确保远离内
壁，这类蔬菜的储存时间建议不超过3天。
豆角、茄子、番茄和青椒等蔬菜可以在较
低温度下保存 4至 5天。土豆、胡萝卜、洋
葱、白萝卜和白菜等蔬菜，既可以在冰箱
中长期储存，也可以存放在家中阴凉通风
的地方。

鲜牛奶特别是巴氏奶，保质期相对较
短，通常仅有一周左右，开盖后应尽快饮
用。如未能饮用完毕，可将其密封后冷藏，
但只能短暂延长保质期，开盖后最好一天
内喝完。

水果放入冰箱冷藏前，建议不要清
洗。为防止水分蒸发，可以先用纸袋包裹。
若使用塑料袋，需扎些小孔以确保通气，
避免水果蒸发的水分成为微生物滋生的
温床。

为了解暑，很多人习惯把冰镇过的
食物拿出来直接吃。这样吃是否安全健
康？

赵长普讲述了一个病例：患者从冰
箱里拿出隔夜西瓜，觉得没有明显变味，
但为了安全起见把外面的一层削掉只吃
中间的西瓜芯。他吃完后开始出现腹痛、

腹胀、腹部下坠等不适感，就服用泻药试图把有问题的西
瓜排出体外。服用泻药后，他腹泻次数非常多，直到口干、
乏力、头晕、体温偏高，便到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不是
简单的胃肠炎，而是因为拉肚子太严重，脱水后造成了急
性肾功能衰竭。”赵长普说，切开的西瓜放置在冰箱的时间
越短越好，最好不超过两小时，绝对不能过夜，避免滋生大
量细菌。

赵长普建议，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直接吃从冰箱里拿
出来的食物，可以放一会儿再吃，以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

还有人在大汗淋漓时会吃冰棍来快速解暑降温，这其实
非常不利于健康。赵长普说，此时身体正在调节、降低体温，形
成外寒，容易造成外邪犯胃；如果再吃冰镇食物，就会造成内
寒，对胃部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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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窗

②这是6月22日拍摄的天津广播电视
塔（无人机照片）。

①这是6月21日拍摄的天津中心城区
海河夜色（无人机照片）。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六届新领军者年会

（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在天津开

幕。夜色下的天津灯光璀璨，多座地标性建

筑点亮楼体灯光，流光溢彩迎接中外宾

朋。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天津：

流光溢彩迎盛会

②

①

报团限制多报团限制多、、旅行社旅行社““不接待不接待”、”、被强制消费……被强制消费……

老年人跟团游老年人跟团游
阻碍如何破解阻碍如何破解？？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记者记者 白光迪白光迪

■民生一线·关注老年人消费

“您好，我想给父母报名参加旅游团，需要哪些手续？”
记者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新街口附近的一家旅行社咨询。

得知记者父母年龄超过70岁之后，工作人员表示旅行
社不具备接待老年人的能力，可以去一些“较大”的旅行社
问问。

报团限制多、旅行社“不接待”、被强制消费……随着
生活水平提升，越来越多老年人想出门旅游，却在跟团游
上遇到了困难。老年人旅游需求为何得不到有效满足？相
关主体有哪些顾虑？应如何破解这些阻碍？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进行了采访。

被旅行社拒绝后，记者问：“拒收老年人是否不符合规
定？”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公司规定，自己也没有办法。

随后记者来到附近一家较大的旅行社，店员说可以接
待 70岁以上老年人，但有一些“门槛”。店员随即掏出一份
免责协议：“超过 70岁必须签署免责协议，超过 75岁必须
有直系亲属陪同。”

协议中对70岁以上老年人参团作了这些约定：旅游公
司对于因个人原因导致的身体不适或意外伤害，不承担任
何责任；对于在旅游中遗失或损坏财物，不负任何赔偿责
任；提前做好身体检查并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否则因疾
病加重或诱发其他疾病所产生的后果由老年人自行承担
……

工作人员提出，签订免责协议后，旅行社还是建议有
家人或低龄老人陪同旅行。

除了报团门槛多，老年旅游团还存在不规范情况。业
内人士透露，老年旅游团中存在大量不规范“渠道团”。一
些保险公司会以答谢客户的名义，以较低价格吸引老年人
参团，成团后再将客源带至旅游目的地，交给当地旅行社
接待。

“这些团将老年客源‘卖’给当地旅游公司，自己则将
大部分甚至是全部旅行经费据为己有。”知情人士告诉记
者，当地旅行社几乎是零收入接手旅游团，容易发生强制
消费，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都难以保障。

以周边游、近郊游为主的“鸡蛋团”也是一大雷区。“这种团
以很低的价格吸引老年人参加，还赠送一些礼品，如鸡蛋、大米
等，但旅游过程中会诱导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等商品。”知情人士
介绍，这种旅游团大部分不具备资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老年旅游团——

门槛多、不规范等问题存在

“三、二、一，茄子！”来自南京的李莹今年74岁，正在青
海省茶卡盐湖景区游玩。退休之后，李阿姨每年出游3到4
次。

“旅游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美好，但好旅游团真的
不多。”李阿姨坦言，这些年，高品质旅游团增多，但服务细
节还有待提升，比如，大部分团没有配备医护人员，旅行线
路适老化、个性化不够，游览时常常是走马观花。

李阿姨报名旅游团时也吃过闭门羹。“在一家新开的
旅行社，我看到一款产品的路线和行程安排都不错，价格
也合适。”李阿姨告诉记者，但旅行社工作人员得知她的年
龄后，明确拒绝了报团请求。

“他们说 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接待。我问他们这样做
有没有依据，对方也含糊其词，始终以该旅行线路有不适
合老年人参与的项目作为借口。”李阿姨说，“我身体很好，
能完成旅游团安排的行程。很担心再过一两年，更多旅游
团不接待我了，自由行又力不从心，到时候想出去玩可费
劲喽！”

对于这些问题，有些旅行社也有苦难言。“线下旅行社
成团利润一降再降，很多旅行社长期入不敷出，因此很难
开发高品质旅行产品。”南京大华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黄
义纯坦言，这几年线下旅行社受旅游电子商务冲击明显，
在个别旅游线路上“渠道团”“鸡蛋团”等也在抢占市场，导
致客源流失严重。

据业内人士透露，旅行社不愿接待高龄游客存在双重
现实考量：一是安全问题，“出了意外旅行社承担不起”；二
是价格问题，高龄群体人均附加消费额低于中青年客群，

“购买力”不足让很多旅行社不愿做老年人生意，这样的情
况集中在购物属性较强的旅游团中。

怎样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旅游从业者应该把心思放
在产品开发上。”黄义纯认为，市场上优质的旅游供给较
少，例如，很多银发专列存在线路不固定、产品不稳定的特
点，没有将优秀线路固定下来，个别地方甚至存在利用银
发专列政策套取补贴的情况。

老年人需求——

趋向多元，需加强优质供给
直接拒绝 70岁以上老年人参加旅游团是否

合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雷表示，民法典、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旅游法等
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基本法律依据。旅游法第十
一条规定，老年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

“根据相关规定，旅游者享有平等参与旅游活
动的权利，旅行社不能因年龄等原因歧视消费者。
如果旅行社的拒绝行为被认定为是对老年人的歧
视或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老年游
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王雷
说，要求70岁以上老年人参加旅游团时签订协议
并不违法，但内容要公平合理，不能免除旅游团应
尽的安全保障等主要义务。

老年旅游市场蓬勃发展，需要行业整体
优化产品供给。“研究发现，消费观念上，刚退
休的人群与更年长群体相比变化较大，更聚
焦健康生活，追求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
所为。”江苏省旅游学会副会长杨淇深认为，
老年群体旅游需求旺盛，并且呈现出对差异
化产品的独特偏好，大部分老年消费者认为
旅游产品选择较少，在服务质量、产品价格、
行程安排、文化体验、信息透明度等方面都应
该有所提高。

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是银发旅游未来发展
的方向。杨淇深建议，旅行社和景区可结合地域特
色与老年人的兴趣，注重景观价值和文化内涵；针
对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特征，开发专项产品，加入
深度文化体验、养生度假、疗养服务等。同时，关注
老年人的社交心理需求，增加参与、互动、交流环
节。

（转自《人民日报》）

银发旅游——

继续朝个性化品质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