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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看待热点

拉拉 票票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大同市中心
支行了解到，在我市开展的“征信修复”乱
象专项治理百日行动中，该行采取有力措
施，打击“征信修复”乱象，截至 4 月底，全
市涉嫌“征信修复”违法行为的市场主体全
部清零。（《大同晚报》5月 9日）

大多数人对“征信”一词并不陌生，随
着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及金融体系不断完
善，征信信息及信用数据对个人的价值和
意义凸显。但说到“征信修复”，好多人可
能就有点晕了：征信还能修复？谁给修复，
如何修复？其实，社会上“征信修复”已经
风靡一段时间了。

那么，何为“征信修复”？要从信用报
告说起。

信用报告是记录个人信用信息的一种
报告形式，可以比作是一个人的“经济身份
证”，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信贷信息等，

广泛应用于银行贷款、申请信用卡、升学就
业、高消费等多个领域。信用报告关系着个
人的金融生活，一旦出现不良记录就可能产
生贷款通不过、信誉受损等负面影响。

“个人征信报告修复，一条 1000 元至
2000 元。如果修复不成功，可以退款。”当
你因为征信记录上有还款逾期信息而发愁
时，有人打出这样的广告宣传，你会相信
吗？一些不法分子就是瞅住有人急于消除
不良征信记录的空子，以“征信修复、洗白、
铲单”“异议投诉咨询、代理”为名招揽生
意，收取高额服务费。

有关部门提示：征信领域不存在“征信
修复”一说，个人和企业有信用卡或贷款逾
期、未履行担保责任、失信被执行等情形，就
会产生不良征信记录，正确无误的不良征信
记录是不会删除或更改的。所谓“征信修
复”机构的业务大多是材料造假、伪造证明、

恶意投诉、欺骗银行，所有声称合法的、商业
的、收费的“征信修复”都是骗局。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虑：征信修复在法
律上是否被允许呢？严格来讲，法律层面
也没有修复一说，只能叫异议。

《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信息主体认
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
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
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经核查，确认相关
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应当予以更正；确
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则取消异议标注。

征信异议实质为“纠错”，就是对错误
或遗漏的数据进行更正或补充，并不是发
生失信行为之后的信用重塑。无论是征信
机构还是商业银行等信息提供者，都不能
修改、删除信用报告上正确的征信信息，只
有征信信息的报送机构才有修改权限。

所以，若想找人帮忙消除不良信用记

录，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想，“花钱消灾”最
终会落入不法分子的圈套。

“征信修复”骗局严重损害社会诚信。
为净化征信市场环境，切实维护信息主体
合法权益，按照央行统一部署，从今年 4 月
起，各地人民银行联合发改委、市场监管、
公安、文明办等部门，开展了“征信修复”乱
象专项治理百日行动。

在有关部门整治乱象、打击违法、净化
市场的同时，广大群众也要增强防范意识、
法律意识，不要被“征信修复”噱头忽悠。
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要通过合法合规
的渠道提出；如果征信记录有污点，一定要
终止不良行为，实现信用重建。更为重要
的是，要养成合理借贷、量入为出的良好习
惯，不要过度借贷、盲目借贷，要珍惜、保持
良好信用记录，守护好个人征信这张“经济
身份证”。

近 几 年 ，在 青 少 年 和 成 人 整 牙 热 潮
中，一些商家将眼光投向低龄儿童口腔市
场。在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儿童口腔
连锁诊所随处可见。据媒体报道，在这类儿
童口腔诊所中，低龄矫治已经蔚然成风，甚
至建议一岁半的儿童佩戴牙套，在他们的营
销话术中，牙颌畸形越早治疗，花费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越低，“基本不复发”。

事实上，在权威专家看来，“早发现早
治疗”的概念在儿童领域是错误的。中外
许多研究显示，所有种类错颌畸形的最佳
矫治期均在 8 岁之后，有的人在 8 岁后矫
治效果更好，有的人 4 岁矫治和 8 岁矫治
效果相同，但出于对幼儿的人道关怀，并
不倡导过早矫治。

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遭受
痛苦，但当商家打着“为孩子好”的幌子进

行营销时，内心的堡垒就很容易被攻破
了。颜值焦虑之下，家长们普遍愿意为孩
子的外貌花钱。另一方面，一些诊所则反
复宣传“越小治疗效果越好”“等长大了再
处理，问题越大，小朋友越受罪”，人为制
造治疗的紧迫感，仿佛家长不治疗就是耽
误了孩子。甚至还有儿科诊所编造出一
些子虚乌有的口腔问题，劝说家长治疗。
在这样的心理攻势之下，家长们纷纷为低
龄孩子正畸掏钱也就不奇怪了。

类似的套路并不少见。都说孩子的
钱最好挣，通过贩卖焦虑来挣孩子的钱，
更是成为某些商家牟利的“捷径”。不久
前，媒体就曾报道婴儿头型矫正“头盔”，
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完美”的头型，家长需
花数万元，让婴儿每天佩戴这种头盔 23 小
时，并且商家还不保障效果。而实际上，

只有在头型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才
会建议使用头盔矫正。

“再不矫正就晚了！”“3岁前一定要做这
件事！”“不治疗害了孩子一辈子！”类似的话
术在不同场合频频出现，表达的内容各有不
同，核心逻辑却出奇的一致：通过夸大甚至
虚假宣传来制造焦虑，营造紧迫氛围，让消
费者在慌乱中听信宣传，乖乖掏钱。因为家
长对孩子的重视，这种焦虑营销在儿童、婴
幼儿市场往往特别容易“奏效”。

既然如此，家长们就更应该冷静下来，
了解并识破套路，而不能一涉及孩子就乱
了阵脚。孩子的身体健康出现任何问题，
都应去正规医院诊疗，千万不要听信一些
小诊所忽悠。让医学问题归医学，让商业
营销褪去“画皮”，别让自己对孩子的爱被
某些不良商家所利用。 据光明网

口腔正畸低龄化，又一场贩卖焦虑的生意！

“征信修复”是黑坑 守牢诚信莫招损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请给××投票”“请投×号”……
朋友圈里，这样的拉票信息屡见不鲜。
朋友圈确实给征集意见、投票活动提供
了更便捷的渠道，实际上大多却走偏了。

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各类网络
评选投票活动层出不穷。为了在网络投
票中脱颖而出，总会有人千方百计拉票，
甚至不惜发红包、花钱刷票，让评选变成
了一场金钱和人脉的比拼，让荣誉成为

了功利者的囊中之物，很多真正优秀却
没有人脉圈子的人，只能“望票兴叹”。

网络评比，是把评判权交给广大网
友，本意是为了让评选更具广泛性、客观
性、代表性、公平性、透明性。网络投票
往往背道而驰，让投机取巧者有了“走捷
径”的机会，助长了浮躁、攀比和功利之
风，破坏了诚信与公正。

再不能让这样的“公”选继续了！

每周都有热点，每天都有新鲜事，有的
关系民生，有的关乎舆论导向，比如网传的
各类明星的八卦消息。

尽管报纸、杂志、网络、手机，甚至微
信已经让我们获得消息的渠道越来越宽，
但是我们面对那些大量转发的碎片化信
息，往往又会因为主观判断和信息不全造
成不全面、不完整的传播。所以负责任的
媒体除了消息披露，还应该更功能化，现
场呈现，背景挖掘，受众反馈，互动参与，
都应该是传播链条上的一环。

这个时代里，其实每个人的行为是无法
遁形的，互联网上的“人肉搜索”固然一度遭
到质疑，反映出的结果却是无可辩驳——行
必留痕。热点事件上，媒体是传声筒，但不应
该仅仅是传声筒，还是挖掘机。于是问题来
了，这问题不是“哪家强”的自问自答，而是怎
么挖才能让受众获得真相，才能最大限度保
护受害人，才能举一反三、给更多人启示。负
责任的媒体，必须有怎么挖的自我约束感，不
是所有的矿产都要铲光挖尽，也不是所有的
细节都要一一呈现，更不是越俎代庖地代入
解读。同样，对于在抖音在微信在快手这些
平台上发素材的人来说，在“人人都是麦克
风”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该有责任意识，否
则，道听途说或是遐想臆断而引发的事件发
酵，就不是一句“我就转发了一下”那么简单
了，细究起来，恐有违法违规之嫌。

热点此起彼伏，不断涌现又不断被新的
热点替代，套句武侠小说里惯有的话，“有人
的地方就有热点”。只看个热闹一笑而过倒
无所谓，而要想从一次又一次的热点里寻找
规律、看清真相，就需要足够理性。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让劳动成为
生活“必修课”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劳动课将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
程，劳动课程内容结构中除了清洁整理、烹
饪、使用电器等日常生活劳动，还包括生产
劳动和服务型劳动两个选项。

清洁卫生、收纳整理、洗锅做饭、家电的
使用与维护等生活基本技能，在老一辈人看
来是自然而然的，而在当今的一些年轻人
中，却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不少年轻人外
表光鲜亮丽，家中却一片狼藉，吃饭不是食
堂就是外卖，甚至成家后还需要长辈定期
去帮忙打扫做饭。上年纪的人常常不明
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年轻人却做不
好、做不了？

反观老一辈人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干
活儿中度过的，劈柴打炭、生火做饭、喂鸡
喂鸭，照顾弟弟妹妹，去了学校还有许多劳
动项目，身边的人都在干活儿，耳濡目染，
无师自通。

如今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独立
课程，能让孩子从小明白，洗锅做饭、打扫
房间等日常家务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生活
技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年轻人的教
育短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形
成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养成劳动的习惯，
这样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新华微评 ＞＞ 华华 声声

关键时期
切莫“松气歇脚”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一
些地方与疫情的较量正处于胶着状态，远
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抗疫，比拼的是意志，考验的是耐力。
当此之时，更需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争的行动，做好核酸检测、流调溯
源、社区管控等各项工作，不断巩固来之不
易的防控成果。

坚持就是胜利，放松则前功尽弃，抓实
则曙光在前。坚定信心，慎终如始，我们定
能打赢抗疫这场大仗硬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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