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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有学生用手机软件
“代写作业”

一位初中教师坦言，
由于有的学生经常使用
手机软件“代写作业”，对
手机形成了严重的依赖，
以至于在考试中也试图
使用手机查询答案，影响
学习风气 、败坏考风考
纪，也影响自身的成长。

家长：
支持手机禁入校园
但要保留联系渠道

家长刘敏娟说，孩子
们上课本来就容易分心，
带手机进课堂就算不用，
心估计也都“牵”在手机
上，哪怕调成静音，肯定
也会时不时地想看有没
有信息。所以，她很支持
手机禁入校园。

家长罗琼则表示，自
己的孩子今年13岁，因为
自己工作较忙，又是单亲
家庭，孩子每天都是自己
乘公交车上学。他一方
面担心孩子带着手机会
影响学习，另一方面担心
孩子不带手机的话，有紧
急事情不方便联系。他
表示，如果能够与学校、
老师建立更畅通的沟通
渠道，他是很支持禁止手
机进校园的。

心理咨询师：
和手机“争夺”孩子
可以做得更多

心理咨询师吴曦表
示，曾见过一些网瘾少
年，他们会想尽办法将手
机带进学校。因此，学校
还应该丰富校园生活，培
养学生的其他兴趣。家
长则应充分利用假期、周
末，在家庭开展亲子阅
读，或是走出家门做一些
有价值的社会活动，引导
孩子养成好习惯。只有
社会、学校、家庭共抓，形
成合力，才能让学生身心
健康成长。

有学生用手机软件“代写作业”，有学生成瘾产生心理疾病……

和手机“争夺”学生 株洲学校做得怎样？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邓志刚

手机进学校
“弊大于利”

株洲景炎学校学生发展
中心负责人李伟说，对于自
制力较弱的学生来说，智能
手机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
现在很多品牌的电话手表，都
具有微信、扫码等越来越多的
功能。还有网络上的不良信
息混杂，缺乏辨别能力的学生
容易陷入其中，不能自拔。有
的学生对手机严重依赖，长期
以手机为伴，社交能力严重降
低，并产生心理疾病，“甚至个
别学生还威胁家长，不给手机
就采取极端措施。”

市一中德育副校长王小
苗认为，学生手机管理确实
是个“两难”的问题。对于这
一代学生来说，手机一直伴
随着他们成长，尤其是智能
手机功能越发强大，不管是
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已经
对之形成了依赖。但是手机
带来的问题很明显，有手机
依赖的学生，在课堂上的注
意力很难集中。还有的由于
晚上熬夜玩手机，白天在课
堂上就会打瞌睡。

唐欣彤也认同老师们的
观点，她说，手机中的信息良
莠不齐，诱惑太多，过多使用
手机影响学习、损害视力，也
会疏远与爸妈的沟通交流。

16 日下午，记者在一所
小学外随机调查，其中30名
学生中有 8 人配有手表手
机，其中一名学生正在通过
手机与妈妈通话。

“我这个电话手表是一
千多元买的。”另一名小学生
得意地说，他的电话手表不
但可以打电话、用微信，还能
玩游戏。

王小苗说，相比以往，今年教育部对
“手机禁入校园”的要求更加明确。目前，
该校共有学生近2000人，走读生与寄宿生
比例基本持平。根据该校今年出台的《关
于加强学生手机管理的规定》，严禁学生
以各种名义带手机入校，包括“老年机”。
学生因学习或生活必须带手机入校的，由
学生本人书写申请报告，监护人签字后由
班主任评估，年级组审核后再报学生发展
中心备案。学生入校后，要立即将手机统
一上交班主任保管，比如寄宿生周日返校
后就要交给老师，周五放学后再找老师领
取。

“办公室有个保险柜，有学生的手机
已经在此寄存两年了。”李伟表示，非常支
持教育部的要求，学校办学以来就一直坚
持禁止手机进校园。但由于仍有很多手
机价格低廉，有学生私自购买手机，并随
身携带。所以老师发现后，会报告家长，
并统一“封存”保管。

市二中附小校长彭小英表示，即使是
低年级学生使用的电话手表也一直禁入
课堂。一般由班主任设“专柜”统一管理，
放学后学生再集中领回。

分析

“让手机远离校园，将心
思投入学习”。前日上午，株
洲市一中的升旗仪式增加了
一个特别的环节，高中生唐
欣彤作为学生代表，面向所
有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倡议。

据了解，今年开学前夕，
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
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指出“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
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
我市各所学校也采取了“宽
严并济”方式，为学生手机

“上锁”。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各级
教育部门都以不同形式转发了教
育部对校园手机管理的相关要求。

“您可想到，孩子带手机入校，
在方便您与孩子联系的同时，也给
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孩子的学习
和成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记者
发现，炎陵县教育局官方微信专门
发布了《关于“加强手机管理”致家
长的一封信》，总结了 6 大危害。
文中同时也明确：为方便孩子与家
长联系，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在门卫
室等地方安装公用电话，并要求班
主任老师公开手机号码，便于家长
与学生紧急联系。

我市多所学校也表示，学生在
校期间如有紧急事情，均可寻求班
主任帮助，或通过智慧校园的“电
子班牌”、公用电话与家人联系。

彭小英表示，目前该校有55个
班级，放学时，校门外的大屏幕会
显示各个班级的放学安排，因此家
长也不必担心，孩子没有电话，一
样能够方便接人。

景炎学校则表示，该校目前也
已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布置作
业、用手机打卡等，以从根本上解
决“一边禁，一边用”的问题。

应对

堵：学校大都设有“手机保管柜”
“有学生的手机寄存两年了”

疏：畅通家校联系，不得通
过手机布置作业

声音

◀一名小学生向记者展示
能用微信的电话手表

记者 戴凛 摄

▲市一中将学生的手机登记统一保管 通讯员供图

五大举措进一步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严禁平台强制“二选一”

设置个人信息保护专门条款

“直播带货”视频至少保存三年
直播带货怎么规范？市场监管总局在近日组织的行政

指导会上，对直播带货平台提出六点要求：
一要提高质量意识，筑牢直播经济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
二要做学法守法模范，落实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增强守法
合规的自觉性，依法依规规范发展。

三要立行立改，各直播带货平台要迅速对直播带货产品
质量进行自我对照和全面检查。对有质量问题的产品和带
货主播，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同时要举一反三，防范其他质
量问题发生。

四要争创“品质直播”，围绕强化平台内部产品质量管
控，建章立制，并发挥信用的惩戒力和约束力，努力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五要建立消费投诉“绿色通道”，及时回应处理消费者投
诉举报。

六要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做好产品质量监管工作。
行政指导会上，相关直播带货平台发布了网络直播商品

质量保障自律承诺，提出了保障直播商品质量、积极依法履
行直播带货平台责任、规范商品营销宣传、完善直播交易售
后保障机制等自律措施，自觉接受政府部门和社会监督。

网上购物投诉，大多涉及金额不大，但特别能添堵，不仅
破坏网上消费环境，还侵蚀着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须强化
治理。

体验差、投诉多，不仅给个人添堵，也给国内经济大循环
添堵。由于网上购物交易方式技术性强，“默认”“免密”等手
段隐蔽，容易被网上欺诈钻空子，边缘地带、灰色地带过宽，很
容易演变为网上诈骗，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齿轮里的“沙子”。

从法律上看，大多数网上购物投诉属于民事经济纠纷，
单个投诉涉及金额小，难以触及立案标准。由于取证难、周
期长、维权不易，很多消费者经常“自认倒霉”。尽管虚假宣
传、暗示诱导、信息陷阱等涉嫌欺诈行为，小额、多次，也可以
累计立案，但要求消费者集体行动，难度大、成本高。下药要
对症，强化政府监管与平台治理，是上游管理治本之策。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必须更多运用
法治手段，治理突出的网络诚信缺失问题，让虚假陈述者付
出代价、制假售假者受到惩处、使诈行骗者落入法网。强化
政府监管，前置平台治理，惩戒不良商家，监管者、平台方、商
家要以人民为中心，三位一体发力，提高网络购物体验，净化
网络生活空间。

（本版均据新华社）

平台具有“市场”和“企业”双重属
性，在网络交易活动中发挥着独特作
用，是实现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
关键一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强化
平台内部治理，对于保护消费者和平
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放心
的网络消费环境，推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办法通过五大举措，对压实平台
主体责任作出了一系列规定：

一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经
营者提交的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并每
年两次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经营者身
份信息；

二是平台经营者应当显著区分标
记已登记和未登记的经营者，确保消

费者能够清晰辨认；
三是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经

营活动建立检查监控制度，对有关违
法行为及时处置和报告；

四是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
采取警示、暂停或者终止服务等措施
的，应当自决定作出处理措施之日起
一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有关信息；

五是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市场监
管部门在监管执法活动中的要求，提
供平台内经营者身份信息、商品或者
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并在技术方面积
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开
展网络交易违法行为
监测工作等。

市场监管总局15日出台《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将于今年5月1日起施
行。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负责人表示，
作为贯彻落实电子商务法的重要部门

规章，办法对完善网络交易监管制度体
系、持续净化网络交易空间、维护公平
竞争的网络交易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
网络消费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涌现，这类业态在参与主
体、经营架构、交易流程乃至信息传播
方式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网络交易
活动，在激发网络经济新活力的同时
也产生了新的监管难题。

办法将当前新业态中最典型的平
台性服务，明确归纳为“网络经营场
所、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在线支付”。
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时提供上述服务，
就为网络交易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持，
应当依法履行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的
义务。通过上述平台性服务开展交易

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平台内经营
者的义务。

办法要求网络交易新业态的经营
者以显著方式展示商品或者服务及其
实际经营主体、售后服务等信息，充分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参照网络交易
平台对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交易信息
的保存义务，结合网络直播特点，办法
规定了直播服务提供者将网络交易活
动的直播视频自直播结束之日起至少
保存三年。通过上述规定，引导新业
态各方经营者规范经营，强化网络消
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

强化网络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是
办法的一个突出亮点。当前，数据和
流量成为网络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
平台乃至较大规模的普通经营者都能
通过滥用个人信息不当获利。针对部
分网络平台、经营者过度收集个人信
息问题，办法设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
专门条款，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收集、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
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
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

意，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同
意收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
的信息。

同时，办法要求经营者在收集、使
用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
户、个人行踪等敏感信息时，必须逐项
取得消费者同意。针对经营者尤其大
型平台企业与自身关联主体之间共用
个人信息的问题，办法明确规定经营
者未经被收集者授权同意，不得向包
括关联方在内的任何第三方提供。

近年来，部分网络交易平台对平
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等自
主经营活动进行不合理限制的情况不
断出现，即平台强制“二选一”问题，以
及个别平台限制经营者只能使用其限
定的自有或者合作方的快递物流服务
的问题，持续引发社会普遍关注。

从实践情况来看，平台实施的限
制行为隐蔽性强，给监管执法增加了
难度。为此，办法规定了平台不得通
过搜索降权、下架商品、限制经营、屏

蔽店铺、提高服务收费等方式，禁止或
者限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选择在多个
平台开展经营活动，或者利用不正当
手段限制其仅在特定平台开展经营活
动；禁止或者限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
选择快递物流等交易辅助服务提供
者；不得实施其他干涉平台内经营者
自主经营的行为。这些规定对有效保
障平台内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平台经济良好竞争秩序、促进平
台经济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直播带货怎么规范？
市场监管总局对平台提了六点要求

评论

金额不大，为害不小
□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直播带货”视频至少保存三年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亮点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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