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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牙赢在起跑线”

专家：这是伪命题

“牙齿矫正不要错过发育期”

“别让丑牙令孩子自卑” ……暑期

是儿童整牙高峰期， 近期社交平台

上有许多类似的广告宣传。 越来越

多低龄儿童进行牙齿矫正， 让孩子

身心健康面临多重风险。

广西妇幼保健院口腔科主治医

师钱慧芳介绍， 口腔科近期每月接

诊患者约 2000 名， 其中 0 至 3 岁

的儿童约占 35％， 4 至 10 岁的约

占 35％。 “实际上， 我们接诊的患

者中一半以上不需要治疗， 仅有少

部分需要进行牙齿矫正。”

山东的舒女士听信某机构宣

传， 在孩子 8 岁半时给其戴上扩弓

器，又使用了半年的斜面导板。经过

一年的正畸， 该机构又建议给孩子

戴上隐形牙套，等 12 岁后进行牙齿

排齐矫正，18 岁最终定型。“后来去

医院咨询，医生告诉我们，其实没必

要进行扩弓治疗。” 舒女士说。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个别市

场机构对替牙期出现轻微排列不齐

的孩子滥用矫正措施， 甚至形成销

售连环套———六七岁先扩弓， 八九

岁再用 MRC 肌功能矫治器， 到了

十二三岁再推销隐形矫治器， 牙套

一戴又要四五年。

专家认为， 牙齿矫正并非“越

早越好”， 要加强牙齿健康方面的

科普宣传， 传播正确的牙科知识，

给予家长科学理性的指引。 “‘整

牙赢在起跑线’ 是个片面、 夸张的

伪命题， 家长不要盲听盲信商业机

构的宣传， 更不能自行购买仪器居

家矫正。”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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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月份， 正是旅游旺季， 许多热门景点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 一些原本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博物馆，

却被“黄牛” 炒出高价， 成了他们牟利的工具。 近日，

媒体连续几天登录国家博物馆微信小程序， 发现七天

内全都显示“约满”。 而记者在国博外随机采访了 30

位游客后， 发现只有两人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进去的，

其他 28 人都是通过找“黄牛” 加价进的博物馆。

网传深圳

劳动仲裁熔断？

官方：谣言！

最近，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

平台，“深圳劳动仲裁熔断”“深圳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网上递交

数量已达上限”等话题被炒作转发，

并与特定企业裁员传闻关联。 记者

采访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此消息纯属谣言。

目前， 深圳市劳动仲裁服务平

台没有此类提示语， 仲裁案件数量

未见异常波动， 受理及庭审工作均

有序进行， 市民可通过预约 （现

场） 递交、 邮寄递交和网上递交三

种仲裁申请途径正常获得服务。

深圳市人社局表示， 网络流传

的截图系今年年初系统提示旧图。

去年年底， 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院开始创新提供网上递交仲裁申

请服务。 但试行初期该功能不完

善， 且申请人上传的材料容易出现

漏传、 错误等问题， 需经工作人员

电话沟通后补正， 审核难度较大。

每日网上递交数量在服务运行初期

进行了合理设置。 相关截图内容也

明确告知群众在网上递交已满的情

况下， 可采取其他时间或递交方式

提交仲裁申请。 目前， 网上递交功

能已进行优化， 且并未设置数量限

制。 （来源： 深圳晚报）

  一边是消费者望眼欲穿， 另一

边是“黄牛” 手握大量票源坐地起

价。 这种倒票行为， 已经违反了治

安管理处罚法， 情节严重的还构成

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 那如何

根除这样的现象呢？

专家指出， 虽然实名制购票在

一定程度上给“黄牛” 倒票行为设

置了障碍， 但“黄牛” 在招揽倒票

的过程中已经获取了大量的公民信

息， 在抢票软件的加持下， 他们可

以在放票的一瞬间占有大量票源，

然后又通过不断退票、 抢票的形式

轻松牟利。

因此， 像热门博物馆这样的免

费景点、 机构， 尤其需要不断修改

完善自身的放票规则， 堵住预约或

售票环节中的漏洞。 专家建议， 网

络购票订单爽约退票后， 可以考虑

不将退票立即释放回网络购票池，

而是销售给当天现场购票的游客，

让现场游客也有机会进馆。

专家同时建议， “黄牛” 用批

量虚假账号同时大量抢号、 退号，

设备的 IP 地址、 地理位置会存在

聚集。 因此， 应该动用大数据等手

段， 及时检测识别出异常， 并采取

措施封堵拦截， 把票源留给真正需

要的消费者。

对于“黄牛” 利用大量公民信

息抢票的行为， 检察机关也提醒公

众， 要保护好个人信息， 不要随便

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 另外， 检

察机关也提醒有关平台， 应加强监

管， 避免为“黄牛” 违法犯罪提供

便利条件。 （综合央视新闻等）

解决热门旅游景点“预约难”，需多方努力

  2008 年， 国家文物局发布了

《关于全国博物馆、 纪念馆免费开

放的通知》， 明确要求： “中央级

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

（院） 全部向社会免费开放， 各省

级综合博物馆全部向社会免费开

放”。 这一政策的初衷， 是增强文

博资源的公益属性， 降低民众迈进

博物馆的经济成本。 然而， “黄

牛” 对预约系统的扰乱， 人为放大

了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剥夺了

其他人公平预约的权利， 让原本惠

民的免费博物馆游， 成了动辄要担

负百元的“金钱游戏”。

如今“黄牛” 们为了绕过平台

监管， “发明” 了不少防屏蔽新

招。 例如， 打着博物馆讲解的幌

子， 行倒票之实； 将关键词缩写或

简写； 诱导用户通过私信等方式向

其购票。 可见， 各大平台还需对管

理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增强对不当

内容的过滤能力， 畅通用户举报渠

道， 让内容管理系统没那么容易被

糊弄。

平台应加强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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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的票从何而来？

  8 月初， 记者连续几天登录国家

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 在点击“参观

预约” 页面后， 发现七天内全都显示

约满， 根本没办法进馆参观。 记者在

馆外随机采访了 30 位游客， 发现只

有两人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 其他人

都是购买了“黄牛票”。

不仅是国家博物馆， 故宫博物

院、 军事博物馆， 还有北京大学、 清

华大学等著名高校， 都出现了预约难

的现象。 而这背后， 除了正值暑期

外， 还是因为存在“黄牛” 倒票的现

象。

按照门票预约方式， 一般是提前

七天放票。 然而， 记者一连几天按时

预约， 按照步骤阅读“预约须知”，

输入个人信息， 到最后点击预约时却

发现， 刚才还显示有票的页面， 已经

“约满” 了。

门票这么难抢， “黄牛” 手中的

票是怎么来的？ 前不久， 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检察院刚刚审理完的一起“黄

牛” 倒票案件， 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技术员李某某在购买一些底层数

据和代码后， 研发出一种抢票软件。

王某某和张某某得知李某某的抢票软

件可以抢到北京一些热门景点的参观

预约票后， 就与李某某商量合作抢

票， 并对外出售牟利。

检察官介绍， 放票前， 犯罪嫌疑

人会把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导入游

客数据一栏， 通过软件自带的接码平

台提前收到验证码。 等到官方放票

时， 一秒钟之内就可锁定成百上千的

号源。

有了这种抢票利器， 王某某和张

某某利用手中掌握的游客信息抢占大

量的门票资源， 在招揽到真正的游客

后， 又不断退票、 抢票， 如此反复，

全国知名旅游景点的预约门票就成了

他们的掌中玩物。

两人除了在北京批量抢票， 还在

云南的玉龙雪山、 湖南博物院、 山东

科技馆等多地抢票销售， 并以每张

80 元到 150 元不等的价格加价销售。

据了解， 2023 年暑期， 王某某和张

某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非法获利

3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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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这么难抢，“黄牛”的票是怎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