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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沉迷卡牌为社交 女孩偷拿父母7000多元购卡

如何管住疯狂的“小马宝莉卡”

和平河北红桥三区合力治理占路摆卖

接受监督 保海河沿岸洁净

4820元买了张健身卡 合同没签 一次没用 退款遭拒

预付卡退卡咋就这么难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10月25日，本报以《百米解放桥 摆摊
何时清》为题，报道了备受市民和外地游
客喜爱的解放桥上，存在屡禁不止的摆摊
现象。报道在《天津日报》微信公众号同
步推出后，引起网友对于在海河沿线桥梁
和岸边摆摊情况的大讨论。大家普遍认
为，城市需要烟火气，但海河沿线作为城
市的窗口、解放桥等桥梁作为城市的文化
地标，应该保持健康文明格调。

解放桥上恢复洁净

海河沿线没有摆卖

10月 28日 19时左右，记者再次来到
解放桥。当天天气不错，外地游客比较
多。解放桥两侧的人行道上，不少人在倚
着桥栏杆拍照。桥面上干干净净，一个摊
位都没有，木质地板也被清理过，没有油
渍。在桥面上，和平区与河北区两侧，都
有综合执法人员在值守。

一位经常在海河边夜跑的男子告诉
记者，他已经很久没有在解放桥上痛快地
跑步了，“原来桥上的人行道被摊贩占据，

再加上驻足购买东西的人，每次到这都得
变跑为走，还得见缝插针。现在跑起来真
痛快。”

当晚，记者以解放桥为起点，沿着海
河河北区一侧一直走到天津之眼，路边未
发现摆卖的摊位。每隔一段路，可以看到
综合执法人员巡查的身影。没有了现制
现售的臭豆腐、烤冷面、铁板鱿鱼……海
河边没了油渍和油烟味，不少人在海河边
遛弯、散步，欣赏夜景。

在网友留言中，还有人提及天津意式
风情区也应该成为重点治理区域。记者
在天津意式风情区的五经路、博爱道、胜
利路、建国道等道路上转了一圈，没有看
到摊位，停车秩序也比较好，现场看到有
交警在夜查。

河北区接受监督

治理海河沿线摆摊乱象

“我们在集合全区力量治理包括解
放桥在内海河沿线摆摊现象，这次的报
道帮助我们发现了工作中的疏漏点。”河
北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天津日报》关于解放桥上摆摊的报道

刊发后，该委立即召开会议，找准问题症
结并研究解决方案。经过反思，他们针
对以往治理摆摊工作中存在的纰漏制定
解决措施，加强与和平区执法队伍的对
接，街道执法人员、民警、交警形成合力
执法，加强每日巡查、监督，疏堵结合，引
导摊贩到指定区域经营。在天津之眼附
近，河北区设置了一处美食街夜市，街道
将进一步整合摊位，引导摊贩走进夜市，
规范经营。
“这几天我们延长了定岗执法的时间，

每天执勤到22时30分。”光复道街道办事
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一线执法人员不
足，目前街道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都来
支援，大家共同努力，力争管理好海河周边
区域。另外，涉及海河沿线的望海楼街道、
鸿顺里街道均全街发力，对摆摊现象进行
治理。

连日来，河北区、和平区均对海河沿线
桥梁与河边摆摊情况进行全面治理，在此
过程中，部分摊贩向天津之眼红桥区一侧
迁移，因此红桥区综合执法人员也相应加
大了巡查频次和力度，及时清理占路摆卖
问题。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变电站旁堆积生活垃圾，市民担心秋季风大，一旦塑料袋
等杂物被刮到高压电线上会引发意外。

近日，市民李先生反映，滨海新区大港街南环路附近有一
处变电站，内部均为电力高压设备。而紧邻变电站设备所在
地，路边堆积着不少垃圾，其中有生活垃圾，也有建筑垃圾，夹
杂着一些废弃塑料袋。“秋季风大，一旦塑料袋被刮到高压电
线上，可能造成短路，影响输电安全。”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反映这个问题了，今年6月份，他也反映了相同的问题，相关
部门对垃圾进行了清理，但近期再次“回潮”。

对此，大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片区因历史遗
留问题，存在一些违规建设的房屋，而地点又是该街与古林街
的交界处，比较难管理。他们已经派人现场核实，路面确实有
不少垃圾，出于安全考虑，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目前垃
圾已经被清理干净。对这个片区的管理，目前没有特别有效
的办法，只能是依靠网格员等力量，加强周边巡查治理，并提
醒周围企业、个人，禁止乱倒垃圾。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刘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称，小区正
在进行供热施工，路面未及时清理，尘土飞扬，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治理。

刘女士家住津南区咸水沽镇景明花园小区，小区最近正
在进行供热设备的施工，刨开路面进行改造。最初居民都十
分高兴，刘女士介绍，小区是2005年左右的房子，也有将近20
年了，很多设施都已经老化，有人来给维修更换，居民拍手叫
好。但施工时间长了，居民发现了问题。“施工完毕后，路面没
有及时清理，挖坑刨出来的土到处都是。有风的时候尘土飞
扬，居民都不敢开窗。”刘女士说，“很多居民也向社区和投诉
热线反映过，但没有效果。”

记者在景明花园小区能明显看到施工的痕迹，路面还没
有恢复，地面上有一片片浮土。居民介绍，行人和车辆经过，
都感到十分脏乱。

随后，记者联系咸水沽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经了解，该
小区内施工项目为供暖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还在施工中。咸
水沽镇已督促物业公司协调施工单位，采取降尘措施，做好路
面清扫工作。

变电站旁堆垃圾 影响安全

小区施工刨开路面 尘土飞扬

金蕾花园后门问题多 集中治理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预付卡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了消费者
心头大患。买了卡，怕商家跑路，想退卡
被各种刁难，本来是一个“商家和消费者
共赢”的经营模式，为何现在却成了消费
者心中的梦魇？

种种预付卡消费问题，让消费者维权疲
惫不堪。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市民
马先生反映，自己在南开区水滴体育馆内的
一家健身俱乐部购买了一张4820元的健身
卡，由于健身时间和自己家人的工作时间有
冲突，和商家沟通退卡的时候，被告知按照
双方合同的约定，购卡后不能退。为此，双
方发生了争执。“网上购物还有七天无理由
退款呢，为啥一次没用的健身卡就不能退款
呢？”马先生对此非常不理解。
“6月下旬，我在奥体中心体育场跑步，

看到体育场下面有一家‘中健奥体健身俱乐
部’，在俱乐部导购人员带领下，参观了俱乐
部健身环境。”马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家人特
别喜欢跳操，他了解该俱乐部可以提供此项

目锻炼服务，于是就交费办卡，但是双方并
没有签署合同，而且也没有人告诉马先生合
同的相关内容。“我家人了解到该俱乐部的
跳操时间和她的工作时间有冲突，无法满足
锻炼需求后，我就提出退卡请求，却被该店
负责人拒绝，说根据该俱乐部的售卡合同规
定，一旦入会购卡概不退款。”马先生对该俱
乐部的这条霸王条款非常不理解。“我购卡
的时候，销售人员没有说清跳操时间，也没
有告知购卡后就不能退款。而且俱乐部所
说的合同，没给我看，更没让我签。”

10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开区奥体
中心的这家健身俱乐部，以消费者身份和该
俱乐部销售人员进行沟通，当记者多次表示
希望看看购卡合同时，都被告知要先交费才
能看合同。“我们是电子合同，只有付款成为
会员才能看。”“那交了费还能退吗？”“不能。”

一位工作人员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
记者随后询问，像马先生交费后没有签

署合同的情况能否退款，工作人员表示无法
回答，需请示领导。“已经交费了，虽然没有签
署合同，但也不能退款。”一名负责人明确表
态，随便去哪告都行，按照公司规定就是不能
退款。“他们再来店里退款，就不要喊我接待
了。”该负责人对前台工作人员下达了指令。

记者随后联系了南开区体育中心市场监
管所工作人员，就“健身卡退款”一事做了相
关咨询。该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消费者交费
了，但双方未签署合同，而且没有使用该卡，
应该属于未生效合同，双方不存在事实合同
关系，是可以要求全额退费的。南开区体育
局工作人员也表示会帮助协调解决此事。

天津臻恒律师事务所张宇、季雅倩律师表
示，会员卡退费事项本质是解除服务合同，一

般都是商家与消费者无法达成一致，消费者行
使单方解除权进行解除，而商家常以合同有
“概不退换”约定为由拒绝解除和退费，该类条
款明显属于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
除经营者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在
商家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时应属无效条款。

此外，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根据2024
年7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
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因此，消费
者在办理相关会员卡时，应要求商家出示书
面合同，并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了解服务的具
体内容和预付款退还方式等事项，保留好相
关证据，在发生争议时，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
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杨先生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称，小区人口众多，电动自
行车车棚较少，目前仍存在电动自行车
上楼停放或充电的情况，希望相关部门
能治理。

杨先生家住红桥区泉富家园小区，小
区有9栋高层，约700户居民，电动自行车
数量很多。杨先生介绍，小区内有车棚且
有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但数量不够用。
“车棚不大，十分拥挤。有些人看车棚里
放不下，或是没有充电口了，就会将车推
到楼上充电，十分危险。”

记者在泉富家园小区几个明显的位
置都看到了车棚，但几乎所有棚里的充电
口都处于工作状态。居民告诉记者，经常
能看到有人推着电动自行车进楼道，或是
将电池拎上楼。“我们有时候也劝这些人
别带着电池上楼，可人家说不充好电明天
就没法出门上班，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
居民说。

随后，记者联系咸阳北路街道办事
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充电设施少以及
电动自行车上楼的问题已经反映给了物
业管理单位。经了解，目前泉富家园小区
有充电车棚6处，共有180个自行车充电
口，但依然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电动自行车上楼
只因充电设施少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河北区金蕾花园后门是小区的消防通道，之前一直被周
边商户摊位占用，最近虽然加了移动护栏，但是不知道什么人
又把垃圾桶摆了过来，而且经常有乱扔过来的垃圾，影响市容
环境及居民通行。

金蕾花园后门位于中山公园路旁，这条路上摊位很多。
金蕾花园后门紧锁，一人多高的栅栏门上安装有提示牌，“消
防通道严禁占用 严禁摆摊”。然而，几十个码放在一起的水
果外包装箱、苫盖着帆布的塑料水果箱、市民提到的两个垃圾
桶等都堆在大门处，还有一个香蕉摊位和鱼摊儿也占据此处，
门前移动护栏被挤在各种堆物的空隙中，失去了作用。

属地望海楼街工作人员介绍，金蕾花园后门外的移动护
栏是前不久安装的。这里经常有机动车随意停放，街执法队
联合交管部门清理后，为长效治理，小区物业安装了可移动护
栏。现在执法队每天早晨7点半对该点位进行巡查，一旦巡
查不及时，就会有人乱堆乱放。小区后门的垃圾桶，社区网格
员每次巡查时，都把它拉到对面路边，也和保洁员沟通过，该
小区后门不要放垃圾桶，但是每次都会被不同的人放回金蕾
花园小区后门。

对此，望海楼街联合区里多部门进行过多次大型集中整
治行动，但还是会“回潮”。望海楼街表示，他们已将下一步治
理方案，报给区有关部门，并在积极争取各部门力量，联合治
理，齐抓共管。街道执法队也将持续重点关注该区域，加大巡
查执法力度。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文/摄

“几个圆球状石墩摆在
水阁大街路中间，还里出外
进的，一不留神撞上就麻
烦。”近日有市民向本报热线
23602777反映了这个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水阁
大街为机动车单行道，路北
古文化街一侧有围挡，路南
是一条非机动车道。问题石
墩约半米高，直径也在50厘
米左右。它们位于仁恒置地
国际中心门前，一共五个，不规则地摆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中间。仁恒置地国际中心的这个大门是不能走机动车的，
为何门前安装一排阻车桩？该中心保安说，不是仁恒置地国
际中心摆的，他也不知道这几个石墩是谁摆的，“只看见有人
用叉车把它们放在这。”

记者向属地南开区鼓楼街海河广场社区居委会通报情
况。工作人员赶到现场调查后表示，这几个石墩之前在围挡
内，不知道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摆在这里。而那个围挡也是
近来才围上的，不知道里面要进行什么施工。在了解到市民的
反映后，工作人员立即向鼓楼街城管执法大队进行了汇报。该
街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到现场后，先将几个石墩搬离，清除安全
隐患，经联系确定责任单位后，督促责任单位当天对这几个石
墩进行了清除处理，现场正常通行秩序得以恢复。

路中石墩碍事 清除处理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文/摄

一张张小小的彩色卡牌，让只有12岁
的小玲（化名）先后从家里偷拿7000多元
钱。这种彩色卡牌名为“小马宝莉卡”。
线下，校园周边文具店热销；线上，直播间
里以拆盲盒的形式卖得火热，不少像小玲
一样的孩子为此疯狂“上头”。

为购卡：

12岁女孩偷拿家里7000多元

打开存了多年的联号纪念币卡册，家
住南开区的张先生夫妇傻了眼，里面空空
如也，钱哪儿去了？他们仔细清点发现，
7000多元的纪念币不翼而飞。经过一番
盘问，12岁的女儿小玲哭着承认，这些纪
念币是她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分批次从
家中拿走的，用途是购买“小马宝莉卡”。
打开孩子书桌抽屉，张先生夫妇看到厚厚
几沓卡牌，大部分为“小马宝莉卡”，而这
只是7000多元钱买来的卡牌中的一小部
分，其余卡牌被女儿扔了。小玲告诉父
母，她只留高级别的“稀有卡”，一包数量
为8张的卡里面，有时候只会有一张“稀有
卡”，有时候一张都没有。其他卡牌是低
级别的，没有收藏价值，所以扔了。这些
卡都是从学校周边的文具店买来的。

张先生质疑，小孩子拿着这么多钱去
文具店买卡，经营者连问都不问，给钱就
卖，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文具店经营者：

卡并不全是从店里购买

记者找到了文具店经营者，对方承
认，小玲确实在她店里买过“小马宝莉
卡”，但这7000多元钱并非都花在她的店
里，学校周边还有多家文具店和超市，都
在售卖这种卡。一盒卡牌售价从60元到
180元不等，小玲每次都是整盒购买。经

营者坦言，小学生是“小马宝莉卡”的主消
费群体，上半年是购卡最疯狂的时候，那
时候10元一张的卡，每天备货4盒，一共
72张，基本一天能卖出去一大半，最近热
度稍降。“这种卡可以卖给未成年人吗？”
经营者表示，并没有规定不让卖卡给未成
年人，况且小玲已经12岁了，自己拿钱出
来买东西很正常。

“小马宝莉卡”成文具店热销品

《小马宝莉》是美国推出的一部动画
片，经授权发行的卡牌均以片中的动漫形
象为卡面。“小马宝莉卡”卡包主要有5种，
分别为趣影包、彩虹包、辉月包、暮光包、
奇萌派对。每种卡包半年更新一次，更新
后旧卡便会停产。在等级方面，从最常见
的“N”，到最稀有的“SC”，“小马宝莉卡”
一共分成20个等级，越稀有的等级被抽中
的概率越低，每个卡包装有的卡牌都具有
不确定性，如同开盲盒。

记者走访我市多个区学校周边的文具
店和超市，发现基本都在醒目位置摆放“小
马宝莉卡”。店主表示，孩子们喜欢，尤其是
小学生买得比较多，每天都能售出好几十
张。有的是学生自己来买，有的是家长陪着
来买，经常有人一次买一盒。

在北辰区一家大型超市的文创专柜，
最醒目位置就摆放着盒装出售的“小马宝
莉卡”。一款名为友谊永恒卡辉月包的产
品，售价 180元，在产品外包装上印着“每
包必出一张漫画故事卡”字样。还有一款
趣影包，售价59.8元，外包装上写着“每包
补充包卡牌为随机封包，有几率会获得重
复卡牌”。两个产品的盒子上都有提示：
“本产品不得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
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需取得监护人
同意。”

这些提示源自一份文件，南开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华苑街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人
告诉记者，2023年 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
行）》，要求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
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 8周岁及以上未成

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
相关监护人的同意。也因此，向小玲出售
“小马宝莉卡”的文具店经营者并未违规，
他们介入调查后，双方已经自行和解，经营
者退还了小玲父母部分购卡款。

小学生“疯狂”购卡为社交

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晗晗（化名）告诉记
者，班上一半以上的同学都在玩“小马宝莉
卡”，大家会偷偷把卡带到学校，比谁的稀有
卡更多，获胜的一方总会获得别人羡慕的目
光。谁玩卡，谁就和同学有共同语言，经常有
同学将拆出来的低级别卡或者自己已经有的
重复卡送给同学，你来我往，同学之间关系越
来越好。
杨女士的孩子正在上小学四年级，她

说女儿曾经要求用她的手机看直播拆卡，
并央求妈妈让她在直播间买卡，“我看过
直播间的消费者留言，言语比较稚嫩，应
该是中小学生。”而她曾经问过女儿为什
么喜欢拆卡，女儿说拆卡很刺激。虽然在
直播间下单需要勾选“我已成年，并知晓
拆封后不退不换”的购买须知，不过，屏幕
前点击该购买须知的人是否成年，无有效
的证明手段。

加大对公众的宣传引导

沉迷“小马宝莉卡”，有的孩子偷拿家

长钱买卡甚至去店里偷卡，对未成年人成

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有法学专家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射幸合

同”的概念，指通过一定概率才能获得收益

的经营行为，这种行为又分为两种，基于技

术和基于运气。卡牌和盲盒类似，购买是

基于运气和概率，已经偏向一种博彩行

为。而博彩的不确定性是具有一定成瘾性

的，长期购买此类商品，会对未成年人的身

心造成不利影响。采访中发现，对这样的

产品销售管理难度比较大，需要有关部门

进一步对商家营销行为进行限制，采取有

效手段加强对购买者准入机制的监管，并

加大对公众的宣传引导。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