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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雷锋”收藏的情缘，开始于上小学时学雷锋活动。那次上体育课，一
个同学突然晕倒，我二话没说，背起晕倒的同学，送到了医院，还自己掏钱先
垫付了医疗费。为此获得学校“学雷锋标兵”的荣誉称号。我把这张奖状，看
成无价之宝，小心放在箱里珍藏。从此之后，遇到有关“雷锋”物品，就收藏
起来。几十年来，我收藏有关雷锋藏品，竟有数千件之多，里面有图书、杂
志、报纸、画报、连环画、挂画、剪纸、照片、书签、纪念徽章、影音光盘，
还有剧本、海报、节目单、曲谱、日历、镜片等。

在“雷锋”的藏品中，我最喜欢宣传画里的雷锋。无论是新版的还是旧版
的我都喜欢。因为每每阅读欣赏这些宣传画时，心中总升腾起崇高的美感和敬
仰的情怀——一半是审美，一半在追梦。

《雷锋叔叔讲革命故事》你看14个少先队员，他们或坐或立围绕在桌子后面
的雷锋身旁。听雷锋讲 《红岩》 里的故事。他们有的注目凝视，有的睁大眼
睛，有的侧身而倾，听得是那么的专注，那么入神。

《千万个雷锋在成长》 上方是雷锋面带笑容捧读 《毛泽东选集》，下方最前
方是大步流星的工农兵，后面是欢呼的人群似潮水般地涌来，雷锋精神已成了
中国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雷锋”的藏品中，我最钟情搪瓷上的雷锋。尽管搪瓷是一个时代的产
物，但上面的雷锋精神是不朽的。长河陶瓷厂生产的莲花牌搪瓷缸，正面印着
松枝衬托下雷锋肖像，侧面印有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见证了当时
全国上下学雷锋的历史。1965 年天津市搪瓷厂生产的新港牌搪瓷盘，盘心就是
盛开的牡丹和“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毛泽东题词，象征了雷锋精神像鲜花一
样，开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在“雷锋”的藏品中，我收藏最多的是像章上的雷锋。像章是用金属、塑
料等制成的带有人像的纪念章。形状一般是圆形，用别针佩戴在胸前，材料
上，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
等。这枚沈阳军区工农兵雷锋像章，长方形，左边是雷锋穿军装的肖像，右边
是红底金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想当年戴在胸前是多么自豪。这枚内蒙古出品
的雷锋铜质像章，圆形，上方的左边是雷锋的肖像，上方右边是黑色毛泽东题
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下方是以剪纸形式出现的松枝，象征雷锋精神，万古长
青。

在 3 月 5 日来临之际，欣赏藏品里的“雷锋”，心里无比的激动。看见这些
美好的瞬间，我感到雷锋精神渊源流长，永驻人间。

“雷锋”收藏，永不褪色
李喜庆

理发卡、健身卡、就餐卡⋯⋯如
今消费者的钱包里总能找出几张预付
卡，但是近几年预付消费引发的纠纷
却频频被曝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商铺关停或跑路、使用期限受
限、服务不满意却无法退款、暂停营
业却无法退款等情况较为集中，预付
卡变成了消费投诉的重灾区。更有不
法分子假借办理预付卡或预付消费的
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贺女士在一家蔬菜配送店办了一
张 500 元卡，之后，业务员告诉贺女
士，该公司推出充1000返1000的优惠
活动，充值 1000 元，公司还会返还
1000 元，贺女士考虑后购买了 1000 元
的卡。没过多久，贺女士登录该公司
网站下单，发现系统正在维护，无法
正常买菜。她多次拨打售后电话，工
作人员回应系统要升级，暂停营业。
然而两个月过后，不仅网站关闭，售
后电话也无人接听。

贺女士办理的这类卡属于预付卡
又叫储值卡、消费卡、积分卡等，顾
名思义就是先付费再消费的卡片。根
据商务部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 （试行）》 规定，开展单用途卡业
务之日起 30 日要向相关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同时单张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5000 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不得超过
1000元。

遭遇过类似经历的班女士则损失
了上万元。2018 年 8 月，家住北京丰
台区的班女士在家附近的某健身店

（方庄店） 办理了一张健身年卡，并在

店员推荐下购买了私教课程，总计花
费一万余元，而在某健身店崩盘之
际，其购买的大部分课程均未消费。

“我是通过私教才了解到 （方庄店） 停
业了，停业之后，我从来没有得到过
来自健身店方面的任何回应。”班女士
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她的私教王某
带的 50 多名学员都碰到了相同的情
况，大部分学员购买的私教课程在万
元以上。

上述案例中消费者“踩”的均是
预付式消费的“坑”。所谓预付式消
费，是指消费者预先向预付卡的发行
者支付一定资金，获得消费凭证，按
次或按期获得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方
式，消费者从中享受一定的优惠。

预付消费掩盖下的非法集资运作
模式实际上是变相承诺高额回报，违
背消费服务的价值规律，资金运转难
以长期维系，一旦资金链断裂，参与
者将面临严重损失。借用预付形式进
行非法集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通过
传单、广告、业务员推广、购卡人员
推荐等各种途径公开宣传；二是不以

真实消费为目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返还购卡资金或支付一定利息；三是
以购买“预付卡”“购物卡”或“预付
消费”等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北京市打非办提醒广大消费者，
近年来，非法集资花样不断翻新，欺
骗性越来越强，其常见手段主要包括
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以虚
假宣传造势等。对手段多样的非法集
资行为要增强防范意识，谨记“天上
不会掉馅饼”，对所谓的“高额回报”

“快速致富”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避
免上当受骗。

首先，理性选择。消费者应尽量
选择规模大、信誉好、经营状况良好
的企业，不轻信广告和商家的口头承
诺，不受促销的诱惑。办理预付卡
时，应积极查询经营者的经营状况、
预付业务备案信息等，对于优惠力度
极大的充值返现方式要多问多想。

其次，谨慎办卡。消费者与经营
者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应载明价格、
服务标准、优惠条件、使用商品品
牌、有效期限、有效次数、使用权

限、使用地点、续费升级、遗失补办
等事项，并应明确预付款消费卡的功
能 、 使 用 范 围 、 有 效 期 限 、 退 卡

（款） 条件、违约责任等事项。对以格
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做出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最
终解释权归本经营者所有”等提示，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加重消
费者责任或排除消费者权利的内容，
要坚决说“不”。消费者要仔细阅读预
付规则及其他要求，对于不明确或涉
及回报返现的内容，在取得商家明确
协议内容后再决定是否签署。

此外，适度消费。在办理预付款
消费卡时，首先要弄清自己是否真的
长期需要此类服务，应根据自身实际
需要购买、充值预付款消费卡，每次
充值金额不宜过多，谨慎选择预付额
度过高、服务周期过长的预付款消
费。要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量来购买
预付款消费卡，不要贪便宜一下子大
量购买，以避免承担过多风险。

最后，合法维权。消费者发现经
营者的经营行为有异常时，要及时向
消协、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情
况，避免办卡容易退卡难现象发生。
经营者需要变更经营地址、注销或整
体转让经营资质，或商品质量、商品
价格、服务质量、服务价格发生变化
时，经营者应提前告知消费者，协商
是退费还是继续履行合同承诺，若协
商不成消费者可请求所辖地消费者协
会调解，也可向有关行政职能部门申
诉。对经营者未尽告知义务又无法履
行合同承诺的侵权行为，消费者可向
所在地行政职能部门提出申诉或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一旦发现存在非法集资倾向
时，消费者应及时向当地处非部门举
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来源：人民网

警惕预付消费掩盖下的非法集资陷阱

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但损害了人民
币的法定地位，也损害了消费者对支
付方式的选择权，更不利于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形成。因此，要尊重公众
支付选择权，鼓励相关经营主体在保
障现金收付渠道通畅的前提下，选择
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近 日 对 外 公 布 ，
2020 年四季度，依法对公园景区、公
共服务机构、停车场、保险公司等 16
家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作出
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 500 元至 50 万
元不等。这些单位或法律意识淡薄，
或服务意识不强，或基于商业目的，张
贴“拒收现金”标示牌，以“无接触”“上
级要求”等为由，在有人值守且完全
具备现金收取条件下，却拒收现金。

拒收现金的行为不但损害了人民
币的法定地位，也损害了消费者对支
付方式的选择权，更不利于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形成。近年来，提高支付
效率、便利百姓生活、降低交易成本
⋯⋯种种好处让电子支付方式渐成主
流。然而，有一些老人并不习惯使用
电子支付。对他们来说，现金依然是
常用的支付方式，而个别商户、机构拒
收现金，在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
例》 规定，我国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以人民币支付国内一切公共和私人的
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无
论是拒收纸币或硬币，都涉嫌违反相
关条例。

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的宣传整
治，拒收现金问题总体得到缓解，但
仍有一些商户、机构等主体对自身在
现金收付中的责任和义务存在不同程
度的认识误区和偏差，或许基于成本
控制、用户体验等原因，存在不愿意
收取现金等现象。特别是去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对现金收付环境又产生
了新的影响，拒收现金问题有所反弹，
比如一些商户服务人员热衷于引导顾
客安装 APP、关注小程序，这些都容易
造成歧视、排斥现金等情况发生。

“非接触式”等新消费模式很多
没有考虑现金收付需求，造成部分群
体特别是老年人消费及支付障碍。前
不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
施方案》，明确要求保留传统金融服
务方式、不得拒收现金、强化支付市
场监管。人民银行对此也发布了专项
公告，强调不得排斥和歧视现金支
付。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
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
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
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当然，整治拒收现金不是排斥非

现金支付。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
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
支付手段，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公
平、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
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
势。同时，非现金支付是现金支付的
补充形式，可以提升消费者支付体
验。监管部门应致力于打造多元化支
付条件下的现金和谐流通环境，尊重
公众支付选择权，鼓励相关经营主体
在保障现金收付渠道通畅的前提下，
选择安全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整治拒收现金行为还需要公众的
配合。公众或消费者发现拒收或者采
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应妥善保
留相关证据或线索，通过城市政务热
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金融消费权益
保护等途径进行投诉、举报，人民银
行将会同相关部门及时处理。拒收现
金问题与消费模式紧密相关，公众在
维权时，既要关注拒收现金问题，也
要注意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与此同
时，公众应培养良好的现金使用习
惯，自觉爱护人民币、维护人民币形
象。 来源：经济日报

莫给现金支付设障碍
姚进

2021 年开始，年轻人买基金的现
象火了。浏览年轻人聚集的理财平
台、网络社区不难发现，很多“90
后”“95后”当起了“养基人”。

涨也热搜、跌也热搜⋯⋯在年轻
人极高关注度的推动下，相关话题频
繁登上网络平台热搜，甚至有基金经
理因此拥有了自己的“粉丝后援会”。

然而，受市场结构分化、行情起
伏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冲进基金市场
的年轻人发现“养基”体验和想象并
不一样，甚至一些陷阱在对自己的

“小金库”虎视眈眈。
那，一名合格的“养基人”要避

免哪些坑呢？

“理财课程”套路你没商量

年轻“养基人”初来乍到，发现
很多关于基金的基础知识自己都不
懂，急需科普。殊不知，一些所谓的

“理财课程”正是打起了针对年轻人
求知欲的歪主意。

北京“90 后”小肖告诉记者，自
己近期开始进行基金投资。不久发
现，手机上的视频 APP 开始接二连三
推送 xx 商学院、xx 训练营的“理财
课程”广告，声称专门为理财小白打
造，并且“12 节课 12 块钱”，甚至

“收费0元”。
抱着十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买

不了上当”的心态，小肖加入了某
“理财课程”的聊天群。

所谓培训老师把基础课程的素材

发到群里后，就开始不遗余力推销进
阶课程，并且宣称很多学员在买了进
阶课程之后，实现了好几倍收益。而
这些课程的标价都超过千元，有的甚
至高达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专业的基金
经理来说，短时间实现几倍收益的投
资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种课
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套路，通过低价策略
来引诱投资者“入坑”，然后再通过虚假
宣传收割年轻人的“钱袋子”。

记者调查发现，在年轻人频繁使
用的很多网络平台上，甚至有美妆、
美食、母婴类博主都开始涉足基金话
题，推出一些看似科普投资知识、实则
推广“理财课程”的视频和文章。在某
消费者投诉平台，涉及“理财课程”的
投诉超过 300 条，几乎都涉及虚假宣
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问题。

跟风“投资大V”风险难估量

相比上一代基民，年轻人的“养
基”之旅带着很多鲜明特征：更多从
社交平台获取基金知识、投资行为与
社交需求互动、像追星一样追捧基金
经理，甚至有人在互联网平台的基金
讨论区亮出相亲信息。

“产品选择一般都是看自己关注
的几个‘大 V’推荐，或者是朋友买
了不错，我也跟着一起买”“身边小
伙伴都在买基金，不买都没法加入聊
天”⋯⋯很多年轻人被去年以来的

“基金热”裹挟着冲向市场。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样“抄作

业”背后其实酝酿着不少风险。记者
调查发现，很多社交平台上的“投资
大 V”本身投资经验其实很少，没有
经历过完整的市场周期，推荐产品的

套路也往往是市场上什么最热门就
“无脑推”，很少提示市场风险。

在很多市场人士看来，盲目跟风
可以说是投资的大忌，这种“哪里人
多去哪”的羊群效应很容易让年轻人
被“割韭菜”。

专家提示，目前各种网络平台上
科普理财知识的视频层出不穷，各大
基金公司也铆足了劲儿通过各种平台
进行理财直播，年轻人可以通过这些
渠道进行学习，但要提高自己的理财
能力，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加入自
己的判断和思考。

借钱“养基”的雷区不可蹚

年轻人“养基”背后，还隐藏着一
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部分年轻人从网络借
贷平台借钱用于“养基”。这种现象不仅造
成了借贷资金“借基入市”，还助长了年
轻人借钱投资的不良之风。

一些社交平台、视频网站、原创
内容平台上，还有网友“手把手”教
人怎么在没钱的情况下投资基金。用

“借钱买基金”“套现买基金”等关键
词搜索，也有很多网友分享自己操作
的“攻略”。

实际上，借贷资金入市长久以来
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也是监管部门关
注的重点。每当乱象苗头出现，监管
部门都会三令五申严厉打击。

银保监会、央行于去年11月发布
了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再次强化要求：网
络小额贷款不得用于债券、股票、金
融衍生品、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对于
年轻人来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进
行理财本是一件好事，但切不可盲目

“加杠杆”，无视风险。 据新华社

＠年轻人，合格的“养基人”要闪“坑”

小心有“坑”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