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步骤（附“人民来信”二维码）：
第一步，下载新重庆客户端，完成注册；
第二步，在新重庆客户端首页点击“人民来信”，反映问题；
第三步，登录新重庆客户端，随时查看反映问题的解决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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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朱婷 实习生 代雨洁 王奕轩

暑期熊孩子闯祸的事还
真不少，近期，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梳理了“人民来信”融媒
交互应用平台近期收到的家长
投诉，发现孩子乱玩手机乱充
值，由此给家长带来损失的事
还不少。

看到账单 家长懵了

“不是这次给朋友随礼，我
都不晓得微信钱包里少了这么
多钱！”近日，吉林陈女士就向新
重庆-重庆日报记者反映称，自
家10岁儿子，在其不知情情况
下，向微信小程序游戏充值超过
15000元。

陈女士的儿子小勇（化名）
是一名小学生。暑期，陈女士多
次带着儿子走亲访友，为防止儿
子调皮乱跑，她拿出手机，让孩
子在一旁安静玩游戏。

7月7日，陈女士去参加朋
友宴席，准备随礼时发现微信钱
包竟显示余额不足。查询账户
明细才发现，7月 1日至7月 7
日，账户以微信支付的方式，连
续上百次向一游戏公司充值消
费，总金额超过15000元。其中
最高一笔超过600元。

看到账单，陈女士懵了，这
才想起手机解锁密码和微信支
付密码是相同的。

回到家，小勇向父母交代，
他玩的是一款名为“三国吧兄
弟”的微信小程序游戏，界面多
次跳出输入密码，他以为是手机
解锁密码，便输了进去……

儿子只有10岁，是未成年
人。发现情况后，陈女士通

过游戏界面查到，该游
戏账号主体为重庆
煌秀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她试着联
系游戏客服，却只
得到系统自动回
复。接着，她又

通过微信页面，提交未成年人消
费退款申请，被驳回。

无独有偶，张先生不满8岁
的儿子暑期玩手机时也遭遇了
陷阱。不过，这是一款名为

“ABC Reading”的免费学英
语App。

“孩子先在App看视频学
英语，很快，视频弹出购买页面，
孩子试了几次后，成功破解了我
设置的支付密码，扣款898元。”
扣款后，张先生赶紧跟商家客服
联系。客服称，这是数字化虚拟
内容，购买成功不支持退款，考
虑到用户售后体验，才申请退
款，但需扣除一个月的费用96
元，退还802元。

“孩子不满8岁，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怎么不能全额退
款？”张先生表示，该款App打
着“暑假免费学”的旗号，吸引孩
子们点击进入，却又弹出页面让
付费。他已向商家所属的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记者调查 陷阱多多

记者对两起投诉都进行了
调查。

接到陈女士投诉，新重庆-
重庆日报记者进入“三国吧兄
弟”，建立游戏账号时发现，该游
戏并未要求玩家输入身份证号
和姓名等信息，便可创建角色开
启游戏。

并且，游戏中会自动跳出充
值提示，点击后进入付款页面，输
入支付密码即可完成充值。

在游戏界面，记者尝试在线
联系客服，对话框均为系统自动
回复。记者又通过爱企查了解
到，重庆煌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已被标识为：经营异常，且预留
电话为空号。

记者向该企业所在地市场
监管部门进行反映。市场监管
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经现场
核查，重庆煌秀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

所无法联系，违反了《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和《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管
理暂行办法》的相
关规定，市场监
管部门已将其
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实施信用
惩戒。至于家长
遭受的损失，他们

也无能为力。
记者体验免费学

英语App发现，正如张先
生所说，观看一小会儿，就会弹
出“暑假免费学”页面，点击“立
即开通”后，会跳转到付费办年
卡的页面。退出后，页面还会
出现“暑假免费学”，可点击
后，又会跳转到付费办年卡
的页面。

对此，厂商客服回复记者

称，虽然家长反馈是小孩操作，
但的确有操作购买行为，家长也
有监护责任，且产品是虚拟的，
一旦购买就生效，一般不会进行
退款，考虑到具体情况，只扣了
当月费用，其他费用都退还了。

不过，在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
商家最终向张先生全额退款。

律师说法
充值行为可视为无效

针对游戏充值，北京大成
（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昌
指出，若父母发现小孩的充值行
为未经同意，有权向游戏公司主
张合同无效，要求退还已充值的
款项。

聂炜昌说，今年1月1日正
式生效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明确，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
应当采取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
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合理限制
未成年人在使用服务时的单次
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
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像前文所述的“三国吧兄
弟”游戏，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
登录，不仅没有要求实名制登
录，而且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
进行限制，显然违反前述规定，
家长可向法院起诉要求游戏公
司退款。

聂炜昌还指出，监护人应该
对未成年人的上网进行必要约
束，不要将自己的账户、支付密
码等信息告知未成年人，不要将
支付密码的设置和锁屏密码设
置雷同。如果发现网络游戏服
务提供者没有落实未成年人网
络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等制度，
也没有对未成年人消费进行提
示的，可以向网信、新闻出版、公
安、民政、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
视等有关部门投诉、举报。

同时，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对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多
个平台进行体验后发现，多个平
台都有青少年模式，可设置不同
的年龄段。设置后，孩子上网仅
可订阅账号、观看视频，无法进
行直播、打赏、评论、购买、投币
等功能。即便删除后重新下载，
也会跳转到青少年模式。

值得提醒的是，对于家长来
说，让孩子玩手机时，请在多个
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初次输入
密码时避开孩子，放弃简单数字
和字母，可叠加数字、字母、标点
符号等，并定期更换，以免孩子
破解。

玩游戏、学英语……孩子耍手机刷卡充值上万元

这个“锅”谁来背？

反映问题也可拨打重庆日报新闻热线63823333，或寄信给重庆日报新重庆客户端“人民来信”工作室。

暑期“神兽”回笼带来的烦恼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
路线。开门办报办媒体、正确处理人民来信、
听取人民声音，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福建工作时，对于人
民群众来信来访，就倡导践行“马上就办、真
抓实干”，要求“领导干部要把群众的声音作
为改进工作和作风的营养品”。毛泽东同志
1951年曾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把这
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

系的一种方法。
时代在变，形式在变，但初心未变。6日，

新重庆客户端上线“人民来信”融媒交互应用
平台，重庆日报也相应推出“人民来信”重点栏
目，正是新征程上走好群众路线的全新载体。

面向未来，“人民来信”将通过重庆日
报、新重庆客户端“报网融合”常态呈现，依
托公众参与、监督跟进、融合服务三大创新
机制，为群众反映问题、参与社会治理提供

更贴心服务，为领导干部倾听民意、提升社
会治理效能提供更有效工具，为媒体与专
家、媒体与智库、媒体与政府共创优质内容
提供更智能平台。

我们希望发挥党媒优势、聚合各方力量，
力争让“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发扬光
大，全面辅助领导干部“走出门”，主动迎接“送
上门的群众工作”，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着力
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更好为群众服务。

开
栏
的
话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每逢寒暑假“神兽”出笼，孩子的
看管让家长头疼不已，尤其是伴随着
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来临，家长们纷纷
陷入焦虑状态。

自己带没时间，机构“暑托班”
价格上天，老人带又怕老人身体吃不
消……近期，新重庆客户端“人民来
信”融媒交互应用平台收到不少读者
来信，吐槽暑假带娃的无奈。

假期孩子能去哪儿？谁来化解家
长的“甜蜜烦恼”？对此，记者进行了
探访。

老人带？自己带？
怎么选都不对

“暑假整整两个月，孩子倒是开心
了，我们可犯了愁。”陈女士和丈夫是
双职工，平时工作都很忙，孩子在家没
人管，他们工作也不安心。

无奈之下，一到暑假，陈女士只能
把儿子送回湖北老家，请老人帮忙看
管。“双方父母年纪都大了，照看小孩
有些力不从心。”陈女士叹了口气，老
人很少管学习，孩子经常整天在家看
电视、打游戏，“心都耍野了”。

无奈之下，很多家长开始“卷自
己”，想出各种花式带娃法。

比如自喻为“打工人”的沈婉婷
和丈夫采取了轮流带娃上班模式。

“老公带一天，我带一天，公司有食
堂，也不用操心孩子的午饭问题。”沈
婉婷觉得自己这个方法还不错。

不过，她也有情绪崩溃的时候，因
为主要从事文案创作，她需要一个安
静的工作环境。有一次，她正在办公
室改一段文字，8岁的女儿在旁边一个
人待得太无聊，吵闹着想让她陪自己
玩，沈婉婷既要带娃，又要工作，情绪
瞬间破防，竟在办公室对着孩子大吼
起来。

事实上，考虑到安全、工作隐私等
因素，很多单位都不准员工带孩子一
起上班。

在假期带娃这个问题上，米小粒
算是独辟蹊径。邻居是一位全职妈
妈，米小粒白天就把孩子放在邻居家
托管，晚上下班后再去接孩子。

“邻居家孩子跟我家儿子同龄，两
家孩子正好能有个伴，而且邻居妈妈
责任心强，两家关系也不错，送过去照
看也放心。”不过，米小粒也坦言，邻居
妈妈不愿收取托管费，经常麻烦人
家，她也觉得不太好意思。

托管？要么抢不到名额，
要么价格昂贵

“神兽”出笼后，究竟谁可以接管？
早在2022年，我市就探索了由政

府主导的公益性托管，利用区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社区居
委会等阵地资源，发动社工、志愿者帮
忙带娃，提供低偿性的儿童托管服务。

“公益性儿童托管物美价廉，就是
名额太紧俏。”在读者来信中，市民“风
信子”留言道。

“风信子”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有着
3000多人的大社区，办有托管机构，“可
30多个托管名额，放出不到一分钟就抢
光了，根本就是拼手速。”

社会力量办的托管机构倒是不存
在“抢不到名额”的情况，可价格昂贵，
让很多工薪阶层的父母无力承担。

记者走访了我市几大学区住宅
周边，都有开办假期托管的机构，大
多月收费2000—3000元。其中一家
高端托管机构更是开出了 6000 元/
月的天价，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贵
也贵得有道理”，因为他们主打双语
教学，老师都是师范院校的学生，而
且开在核心商圈，一个月场地租金就
要投到五六万元。

为了拓宽营销渠道，不少托管机
构还纷纷推出了暑期研学团，几千上
万的团费再配上销售噱头，让家长们
心甘情愿成为韭菜。

然而，贵就一定好吗？
就职于重庆一家金融机构的孙明

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愿意“花钱买轻
松”，12天11晚15000多元的暑期研
学团，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儿子报
了名。

“自己工作忙，孩子放暑假后没人
看管，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待在家
里。”孙明说，更多的是想让孩子出去
见见世面，增长课外知识。

尽管价格并不在他纠结的范围，
但孩子研学归来，他多少觉得有点
亏。“本想着能让孩子增长见闻，可每
天除了逛景点，就是和小朋友坐着打
游戏，儿子最期待的攀岩项目，不过是
去路过的游乐场拍拍照，并没有专业
的教练教学。”孙明自嘲，算是交了回

“智商税”。
事实上，很多将孩子送去机构参加

暑托班、研学团的家长，都不免吐槽，
“价格贵得离谱”“师资和课程跟不上收
费”，一些暑托班甚至暗藏着“超前学
习”“假期补课”，让家长倍感无奈。

公益托管存在资金难，
呼吁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读者来信中，不少市民认
为，政府主导的公益托管仍是解
决孩子暑期看管的主要途径。

比如，渝中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就整合社区资源，在南纪
门街道、大溪沟街道分别增设了
托管点，累计招收学龄儿童100多
名。“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有
效缓解了过去暑托班面临的场地难
题，在学习之余，也为孩子们提供了
足够的活动空间。”渝中区青少年校
外活动中心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我市团属
校外场所在寒暑假累计举办公益托
管班982期、服务少儿12.8万余人，
减轻了不少家庭暑期带娃的负担。

可这背后，存在资金这一大难题。
目前，我市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

经费主要由群团组织自行筹措，政府
尚未设立专项扶持项目。暑期时间

长、任务重，如果没有合理的经费补贴，
很难保证师资的稳定性、专业性，甚至
影响托管班的质量。

针对这一问题，渝中区上清寺街
道美专校社区进行了一些探索。“我们
采取‘公益＋低偿’的资金筹措机制，
除了向区妇联争取活动经费外，每位
参加暑托班的孩子也会缴纳每天30
元的费用，尽管收费不高，但能补贴我
们的部分成本。”社区书记贺郢说。

可收费低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大
部分公益性托管班收费低廉，反而会
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我们社区的托管班，一天才三四
十元，仅仅只是象征性收费。”网友“真
果粒”就向新重庆客户端“人民来信”
融媒交互应用平台反映，有的家长给
孩子报名后，没上几天课就不来了，白
白占用了名额，而其他孩子想报却报
不上了。

面对“年年见”的老问题，能否有
解决的新办法呢？

“除依靠政府力量外，还应动员企
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多
元化的托管模式。”“真果粒”建议。

今年，渝北区临空消费走廊园区
就开办了暑期爱心托管班，招聘大学
生志愿者为园区职工子女提供暑期教
育、托管服务，已累计服务了70多名
学龄儿童。

“我们园区大多是80后、90后的
年轻员工，暑期孩子看管是个普遍的
难题，而园区以中小企业为主，大部分
企业都没有场地和资金自己开办托管
班。”临空消费走廊园区相关负责人
说，为此，园区管委会利用园区酒店闲
置的会议室开办爱心暑托班，将托管
场地与企业工作区分开，既让孩子有
人“管”，也让孩子不影响家长工作。

同时，有家长建议，在鼓励公益托
管、社会力量参与外，政府还应加大暑
期校外托管机构的监管力度，严
格制止虚假宣传、违规开
展学科类培训、乱收
费等行为，增加优质
暑托服务的供给
渠道。

自己带没时间，机构托管价格高，老人带身体吃不消……

假期带娃好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