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立案,好事还需办好
□ 宾语

谨防快递“货到付款”骗局

热点冷评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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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王蒙：别让手机肤浅的浏览
毁了深度的阅读

在人们日益以触屏浏览取代苦读攻读的

今天，我们还有没有深度的与认真的阅读呢？

仅仅浏览，是视觉与听觉的瞬间刺激，容易停留

在相对浅薄破碎的层面上。现在我们这种人也

太多了，他看，他听，他传，但是他不思索，他不

会用心之观，心之观是越来越落后，心之观是越

来越笨。我想强调：坚持阅读，受益无穷。在触

屏时代，不要做网络的奴隶。@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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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广阔

时事乱炖

对临期食品还要会买会吃

微声音

地铁可能引发3大系统疾病

地铁狭小密闭，可能引发呼吸、消化、心脑

血管等疾病，但人体自身有免疫力，不会达到接

触致病菌就“中招”的程度。建议做到以下几

点：1.吃东西前洗手或用湿巾清洁。2.有人咳嗽

或打喷嚏，尽可能远离或捂住口鼻。3.老人孩

子生病者应随身携带口罩。 @ 生命时报

原价150元的进口儿童牛奶，30元一

箱；市场上70元一袋的日本麦片，50元买

两袋；欧洲进口红酒5折出售……近日，

在一些电商平台和超市，部分进口食品

因为临近保质期，被卖出了“白菜价”。（8

月21日《人民日报》）

临期食品是指即将达到保质期、但

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也就是临近过期

但是还没有过期的食品。这些食品在

剩余保质期上有的短则几天，有的长达

数 十 天 ，而 在 售 价 上 则 仅 为 原 价 的

20%～50%。最近一段时间，在北京、上

海等一些城市的便利店，出现了专门销

售临期食品的货架，其中大多以进口食

品为主。与此同时，一些电商平台上的

网络商家，也大量推出临期食品。

商家对于推销临期食品很热情，而

消费者对于临期食品的消费热情同样

高涨。这一方面是因为绝大多数临期

食品的价格只有原来价格的一半甚至

更低，有些可以低到原价的一折，可以

说优惠幅度很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临期食品以进口食品为主，以往多数消

费者碍于其高价，难得有机会购买品

尝，那么现在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能品尝

到这些进口食品，诱惑力自然很大。

“好吃不贵”的临期食品的热卖，既

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避免了资

源的浪费，减少了商家的损失，可以说

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实际上，在世

界范围内利用临期食品促销以及发展

公益已不是新鲜事。日本的一些便利

店对于购买临期食品，给予积分奖励；

德国、加拿大等把临期食品降价出售或

直接捐给慈善机构。

然而围绕临期食品的热卖，也出现

了一些问题，乃至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所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对临

期食品还要会买会吃才行，而不能只图

价格便宜。比如说在一些电商平台上，

售卖临期食品的店铺会标明“临期食品，

不支持无理由退货，无法保障产品毫发

无损；膨化食品挤压泄气、饼干碎了不赔

偿”等等字样。因为价格低廉就附带这

些霸王条款，显然有损消费者切身利益，

也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与此同时，在部分出售进口临期食品

的折扣店，商家没有对商品保质期进行明

确提示，只在明显位置标注“特价”。这意

味着，有些临期食品名为临期，实际上有

可能已经过期或者是消费者下单的时候

还没过去，但是等收到商品时就已经过期

了。所以,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不要因为贪

图便宜而忽略产品质量。

今年以来，一些

地方法院为了及时

高效为当事人提供

诉讼服务，根据民事

诉 讼 法 、行 政 诉 讼

法、刑事诉讼法和最

高法关于人民法院

登记立案若干问题

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了《关于规范网

上立案工作的意见》。

网上立案的本意是为了用一种更

加简单、便捷的方式，让当事人在电脑

端、手机端就能立上案，少跑腿，少折

腾，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网上立案

这一方便快捷的“红利”，并非每个人都

能享受得了。

最初时，许多当事人以为网上立案

就跟网上购买火车票一样，只要通过了

身份验证，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坐在电脑前或用手机就可以直接立案

了。实际操作后才知道，根本就不是这

回事。如果你没有请律师，或者没有执

业律师愿意出面帮你操作，当事人要想

顺利走完网上立案申请的流程，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

法律明确规定，无论是书面起诉还

是口头起诉，无论是书面上诉还是口头

上诉，只要符合立案条件的，法院应当

立案，并通知当事人。

法院为什么不愿意书面立案，知情

者道出内情：说白了，书面立案会给法

院增加工作量。

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还

是行政诉讼法，法律的规定都是刚性规

定，既然规范网上立案工作的意见是根

据这些法律和“结合实际”制定出来的，

无论如何“结合实际”，“依法”都是刚性

前提，不能越线。口头立案或书面立案

是法律规定，网上立案不是法律规定，

只是立案方式的改革、改进，如果为了

“方便”而限制或者剥夺了不会网上立

案或者不愿请律师这部分群体的基本

权利，就如同因为马路上盲人少而把盲

道给取消了一样，既有悖立法原则，也

缺少人性关怀。因为无法网上立案就

剥夺了当事人起诉或者上诉的权利，不

但无理，更是触犯法律的底线。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8月初，最高人

民法院正式发布了旨在纠偏的《关于建

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

务中心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法院案

件要做到“四立”：当场立、自主立、网上

立、就近立。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起诉，原

则上当场立案；当事人选择网上立案的，

除确有必要现场提交材料外，一律网上

立案；普遍推行跨域立案服务，实现就近

能立、多点可立、少跑快立。

从《意见》中可以看出，网上立案是

方便群众立案的一种方式，在立案方式

中只是一个选项，而非法院指定的唯一

方式，群众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一

刀切”网上立案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

定，也严重违背了最高法院推行网上立

案便民的本意和初衷，将网上立案当成

了阻碍群众诉讼的一种方式，成为立案

等级制的一块绊脚石。

“货到付款，99元。”当某家知名快递公司的

快递员把一份写着您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但是包装盒里不知道装了什么的快递包裹递到

您的面前，您会选择收下吗？两个月内，全国有

几十万名受害者轻易地接收了这些所谓“货到

付款”的包裹，让快递公司的“内鬼”与诈骗公司

骗走1200多万元。（8月21日 央视网）

据报道，诈骗公司和几名快递员勾结起来

诈骗快递客户。因为这个犯罪团伙通过盗取数

据事先得知哪些客户有“货到付款”的消费习

惯，所以诈骗的成功率近50%，骗子们还为自己

的骗局设定了“保险”措施。初步查实的嫌疑人

实施的诈骗案值不少于1200万元，窃取的公民

用户数据的总量应该是达到百万元。由此可

见，此类骗局的危害性。

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货到付款”骗局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稀缺。笔者以为，这类骗局，

一则是骗子利用了用户的消费习惯；二则也利

用了用户贪便宜心理；三则更是利用了用户防

范意识差以及维权能力不足这些短板。

公安机关就曾经多次提醒，不要签收来历

不明的包裹。但由于收件人往往是在签收后，尤

其是在打开包裹后，才知道自己被骗。因为签过

字，也就很难追回损失。所以，对付此类骗局，个

人的防范是核心。一方面即便是购物狂且具有

“货到付款”习惯，收件时也应注意核对；另一方

面对陌生快递员及快递件应谨慎接收，切莫贪图

便宜让自己上当。

对“货到付款”骗局，快递企业应当积极应

对。比如，做好相关知识的普及，以防范用户

上当受骗；加强人员的管理，以防范用户信息

从内部泄露。诚如该案件中，就是因为快递企

业有“内鬼”，所以其危害性才更大。这也对快

递企业提出了警示，在保障用户个人信息方

面，不仅要加强技术防范，更重要的是加强内

部人员管理。

另外，对此类骗局更须加大依法打击力

度。此前就有业内人士提醒：货到付款是先验

货，后付款，不按照这个章程的可以拒签；网店

发货时一般都有物流信息，消费者可随时查询

货物什么时间到了哪个中转站。所以，消费者

对于接触到的“货到付款”骗局，不能止于拒收，

且应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以使这样的不法行为

得到打击。

《临期食品》王铎/ 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