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偿代办“排污登记”？

官方：谨防被骗

近日， 部分企业反映： 接到了

类似自称为成都市环保评估服务中

心打来的“服务电话”， 要求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排污单位可以通过其

代为办理排污许可登记业务并收取

费用。 记者近日从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 成都市并无此内设机构或

下属机构， 此类电话均是环保骗

局， 请全市相关企业单位提高警

惕、 谨防受骗。

“我们从未委托任何个人或公

司（组织）为排污单位有偿提供排污

许可证申请和排污登记填报业务服

务。”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各排污单位若接到冒用生态

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身份并提出有偿

办理排污许可手续的电话时， 请第

一时间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电话咨

询、核实，发现有诈骗嫌疑的，及时

反馈给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对于须要办理排污许可证或排

污登记的企业， 应登录全国排污许

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自行注册填报，

排污许可证经审核完成后生成证

书， 排污登记填报完成后自动即时

生成登记编号和回执。 “全过程无

需缴纳任何费用， 且均在生态环境

部官方网站上申领， 国家从未开发

相关申报 App。” 该负责人进一步

提示， 若确需委托第三方技术机构

代为办理， 建议与第三方签订书面

委托合同， 切实保护自身利益。

（来源： 成都网络辟谣）

网红“大路灯”

能控制近视吗？

最近一段时间， 落地护眼灯受

到许多家长的追捧， 因其形状酷似

街边的路灯， 也被称为“大路灯”。

目前， “大路灯” 的价格从几百元

到近万元不等， 还有一些“大路

灯” 号称能护眼、 防近视。 那么，

大路灯真有此效果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

青少年近视防控科主治医师许吉萍

认为， 目前尚无直接的临床证据证

明大路灯对近视防控有显著效果，

而且室内灯光只是近视防控工作中

很小的一部分。 近视的影响因素包

括遗传因素以及环境因素， 后者涵

盖近距离用眼、 户外活动、 读写习

惯、 采光照明等。

除此之外， 有的“大路灯” 商

家还声称产品可以“改善视网膜血

液循环”， 达到“抑制眼轴过快增

长从而控制近视” 的效果。 相关专

家表示， 灯具不属于医疗器械， 产

品具有医疗效果的宣传不可信， 所

谓的“疗效” 难以验证。

至于光线和近视之间的关联，

目前一项针对 1840 名学生进行的

随机对照研究显示， 在教室灯光为

模拟太阳光光谱环境下学习的学

生， 三年后近视发生率较低。 这说

明模拟太阳光光谱的灯具对防控近

视有一定帮助。 许吉萍认为， 虽然

部分厂家的“大路灯” 模拟了户外

光的光谱特性， 但实际效果各异，

而且其他护眼台灯和顶灯也能达到

类似效果。 （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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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翻墙”获取流量资源？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近日发布一

则典型案例， 揭露直播培训行业暗藏

的违法操作。 今年 3 月， 消费者王先

生通过短视频平台了解到广州某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发布的短视频运营速成

班广告， 广告宣称“1000 元包教包

会： 直播账号开通+精准涨粉技巧+

专业剪辑教学”。

王先生交费报名后发现， 该培训

机构存在违规行为： 一是在实际操作

教学中， 授课主播要求学员通过“翻

墙” 方式访问境外平台获取流量资

源； 二是承诺的日增千粉教程存在严

重夸大， 实际教学内容与宣传效果差

距超过 70%。 王先生立即提出终止接

受培训并退款， 但被经营者以“已签

订服务协议” 为由拒绝， 王先生于是

向消委会投诉。

受理投诉后， 消委会工作人员约

谈涉事企业负责人， 确认其存在未告

知“翻墙” 操作风险、 虚假宣传涨粉

效果等事实， 并指出其行为侵犯消费

者知情权， 以及涉嫌构成虚假宣传违

法行为。 根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

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有关规定， 其教

学培训内容涉及“翻墙” 操作已涉嫌

违法。 经调解， 商家全额退还培训费

1000 元， 双方解除服务合同。

  法律人士提醒， 一些别有用心

的培训者会假借培训课的名义向消

费者推销各类所谓的“爆品”， 鼓

动消费者购买用于直播实践， 而消

费者真正关心的直播技巧却是寥寥

几句带过。 此外， 部分培训机构在

宣传时， 刻意把自己包装成不亚于

知名主播段位的“培训专家” 来忽

悠消费者， 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一名

刚入行的普通主播。

学员在报名时， 培训机构承诺

课程为“线上一对一指导” 直播培

训， 但在开播几次后就不履行承

诺， 只安排学员观看录播内容， 一

对一指导更是无法兑现。 部分培训

机构在报名时信誓旦旦承诺消费者

会“涨粉过万”， 实则直到学完课

程粉丝量仍毫无增加， 消费者一旦

要求退款， 培训机构就没了音讯。

此外， 一些不法机构抓住消费

者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 未签订任

何合同就要求消费者通过私人转账

形式缴费； 或者由销售人员代替消

费者签订合同， 利用网络默认同意

协议内容， 这些签订的合同中往往

故意对培训效果表述含糊不清，对

消费者退款要求却极为苛刻， 后期

如发生纠纷，消费者将较难维权。一

些直播培训机构收款的时候表现积

极，甚至主动帮助学员贷款交费，而

对于学员的学习情况却不闻不问，

当实现不了承诺的培训效果， 学员

要求退款时就百般刁难， 导致学员

不但退不了学费， 还要为不满意的

培训课程背上债务和利息。

业内人士提醒， 理性看待直播

带货行业， 避免跟风心理， 毕竟直

播创业成功者只有极少数， 他们背

后还有专业的运营团队， 成功与否

还与创业时机、 主播销售综合能

力、 行业竞争情况等多方因素相

关， 消费者需要理性衡量。

此外， 面对培训机构热情推荐

的“学费贷” “培训贷” 等各种消

费贷时， 消费者要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量力而行， 充分了解金融产品的

详细内容和需承担的法律风险， 明

确约定还款利率、 手续费、 解约条

件等， 避免出现培训服务解除仍需

还贷的情况发生。

（来源： 光明网等）

环环相扣的消费陷阱

  近日， 范先生遭遇了一场以直

播培训为幌子的骗局。 范先生告诉

记者， 他急着想找份工作， 看中了

直播卖货的火爆， 但自己又不懂，

于是萌生了学习的想法。

“在视频平台看到有人在直

播， 说培训无人直播卖货， 有专门

的课程， 熟练后收入过万不是问

题， 我就心动了。” 范先生说， 他

手机支付了 2860 元学费， 当晚就

被拉入一个群， 里面有“老师”，

但没有什么培训课程， 只给了个网

址， 说是在视频平台海外版开店铺

学习卖货。 卖货的过程十分奇怪，

必须先充值， 说是货卖之后就会返

利， 每天都需要充钱处理订单。

“群里有几千人， 就是不断地

引诱你充值， 金额越来越大， 先返

现几次小金额， 后来就不给了。”

范先生说。 这个时候， 范先生意识

到不对了， 要求提现和退学费， 都

被拒绝， 他在网上查询， 发现自己

是掉进骗局里了， 所谓卖货的平台

根本是假的， 也没有顾客买货， 完

全是骗子在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骗

学员钱。

据了解， 近年来， 以无门槛直

播带货课培训为名实施诈骗的事件

在国内多地出现， 诈骗分子虚构身

份， 饥饿营销， 虚构自己是短视频

平台签约“金牌导师” 的身份， 声

称可提供官方资源和“无人直播每

月保底收益” 项目， 只要加入课程

就能旱涝保收。 不断吹嘘自己通过

直播带货， 每天都有高额收入。 还

称这项投资门槛低、 投入少、 回本

快。 为打消受害人顾虑， 他们通常

还对会外声称“一对一教学名额有

限”， 以此提高成交率。 在收了报

名费之后， 就会以各种理由骗取受

害人继续投入相关费用， 以此完成

第二轮诈骗。

“无需露脸， 轻松月入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