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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吕莹盈

本报讯 “谢谢检察官，以后的路我会好好走，再也不到
这里来了。”近日，叶某走出看守所大门，对迎接他新生的吕检
察官这样说。

叶某曾在永康某快递公司当快递员，一个月有近 6000
元收入。今年 4 月，他因盗窃多辆电动车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才17岁的叶某会不会从此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这成
了悬在永康市检察院吕检察官心头的一件大事。

叶某服刑第二天，吕检察官就特意去看守所看望他，耐心
详细地给他解读了相关法律知识，及时疏导他的负面情绪。
吕检察官还跟叶某约定，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这一坚持，就
是半年。

“检察官，里面的人都待我挺好的。”“吃得饱、睡得好，就
是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我好早点出来。”见面次数多了以后，
叶某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说的话也多了起来。

中秋节前夕，吕检察官特意联系了叶某的姐姐，安排姐弟

俩在看守所见了一面。虽然隔着玻璃，但姐弟俩都已泪流满
面。“我一定好好改造，以后一定听你的话。”叶某对姐姐说。

像叶某这样的，在永康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并非
个案。今年以来，永康市检察院启动“高墙内”计划，赋予未检
科干警驻监所检察职能，深入看守所，对这些“迷途的羔羊”不
放弃、不轻视、不歧视，将教育、感化、挽救落入到看守所里的
每一名失足未成年人，一方面加强对看守所监管活动的监督，
依法保障被监管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加强对未成
年罪犯的心理疏导。

该院检察官介绍说，这些未成年人大多处于逆反期，如果
不对他们心理进行正向、有效地引导，将严重影响其认罪、悔
罪和定罪处刑后的重返社会。永康检察院未检干警和看守所
里的失足未成年人面对面沟通交流，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
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说说自己的想法，耐心解答他们的忧虑
和疑问，深入了解他们在看守所的学习、生活和改造情况，
有针对性地研究帮教措施，帮助他们树立面对困难和逆境
的信心和勇气，争取早日重返社会。截至目前，未检科干警已
约谈近百余人，大多数约谈对象在出所后表现良好，均未重新
犯罪。

通讯员 叶明銮

本报讯 “真的谢谢你们！我一定好好规劝儿子，让他
彻底戒毒，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昨天上午，临海杜桥镇一
处民房里，葛老汉握着杜桥镇新居民联谊会副会长邱龙水的
手，激动地说。

邱龙水是湖北黄石人，2005年开始到杜桥打拼，如今企业
年产值已有上千万元。前不久，他听说，杜桥有些吸毒人员戒
毒决心大，但家境困难，便主动买了一批被子和毛毯，与民警
一起登门送暖，葛老汉家就是走访对象之一。

在杜桥，像邱龙水这样的热心外来老板还有不少，他们是杜
桥6万多外来人员中的佼佼者。2013年4月，杜桥镇新居民联谊
会成立时，他们大多成为理事会成员，从此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杜桥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贡献力量是应该的。”联谊会会长王细
凡说，他的老家在湖北咸宁，他2001年来到杜桥务工，先在眼镜
厂打工，后自己创办企业，一路走来，对杜桥有着深厚感情。

民工子弟学校有不少学生家庭贫困，王细凡、邱龙水等人
出资购买了一批书包和学习用具，送去学校；20多名外来老板
加入了禁毒志愿者队伍，街头巷尾经常能看见他们义务宣传
的身影；镇里开展“五水共治”，他们发动新居民一起参与，清
理河内漂浮物及河道两侧垃圾……

杜桥流管所副所长黄利华说，王细凡等外来老板在平安
杜桥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他们事业有成，在外来人
员中有一定威望，一些涉及外来人员的矛盾纠纷，他们参与调
处，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居民联谊会成立以来，在派
出所和流管所的指导下，调处流动人口纠纷千余起，帮助务工
人员讨回欠薪3000余万元。

邱老板抱着被子送暖戒毒家庭

通讯员 叶圣一

本报讯 日前，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分局从全国县级公安
机关中脱颖而出，被授予“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称
号。获得这一称号的，全省仅5家。

上虞公安分局在全省率先推进执法办案积分制管理，研
发涵盖执法素质、执法质量、执法效率等7个方面的积分考核
平台，实行“一人一档”考核，先后有29名民警因办案积分排
名领先获得嘉奖、46名民警被评为年度综合性先进或优秀公

务员、29名民警得到晋升。
今年，上虞公安分局深度探索执法机制改革，成立案管中

心，建立刑事案件“统一案件审核、统一入出口”机制，确保管
理、监督、参谋、服务无缝隙；坚持典型案件点评剖析制度，对
发现问题较多的单位启用执法问题整改指令，“火辣辣”的《责
令整改指令书》让各单位时刻保持警醒；率先实施案件办理终
身追责制，严格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倒逼民警不断提高执
法办案水平，杜绝重大执法安全事故，坚决防止冤假错案的发
生；落实争先创优机制，每季度开展“执法办案之星”以及优质
案件评选活动，提升民警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新华社徐昱 摄

昨日，绍兴古越龙山沈永和酒厂员工在码放酒坛，为黄酒酿造做准备。
随着立冬节气的到来，中国黄酒之乡——绍兴的黄酒企业纷纷开启“黄酒冬酿”。依照传统，立冬前后是绍兴黄酒开始投料发酵的日

子，从立冬开始到第二年立春，这段时间最适合做黄酒，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为“冬酿”。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绍兴黄酒依旧保留着古法酿造工艺：浸米、蒸饭、摊凉、落缸、保温发酵、开耙（前发酵）、露天后发酵，然后到第二

年春天接着开始压榨、煎酒（杀菌）、装酒入坛、封坛口、入库贮藏。
2006年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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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

（上接1版）

网购环境有所改善
但新“病”又露头

近年来，国家对“双十一”等商家重要促销活动进行
规范，包括价格、退换货、成交量等，同时修订后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等对电商促销均有了
法律法规制约。

除了监管，企业自律也逐步跟进。数据显示，2015
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阿里巴巴旗下平台配合政府
相关部门调查，约有675个假货生产点、仓储点和销售点
被关闭，同时，阿里还主动关闭了18万多家各类不合规
的淘宝店铺。

“随着对网购环境的加大整治，刷单现象已不像前
两年那么明目张胆，我以前曾帮别人写过好评刷过单，
但现在检查越来越严，钻空子概率低了，店被封了也不
划算。”一位互联网业内人士透露。

经过整治和自律，网购环境改善了不少。但是，被
采访的网购者认为，一些不良行为依然存在，只是换了
一个“马甲”。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也佐
证了消费者的说法。这份调查显示，目前网购环境中又
出现六种新“病毒”，须警惕：

其一，还是“刷单”，但更有针对性，大有“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之势。一位网购消费者对记者说，自己对某
个网店销售的某商品作了差评，但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
就被淹没在了“水军”的好评中。

其二，价格标得很低，但当消费者拍下时，就变成了
需满足“附加”条件才能享受低价。

其三，当附赠品出现质量等问题，要求售后维修或
退换时，商家不予理睬。

其四，网购骗术不断升级，“假客服”通过私人手机
号码或短信形式告知消费者订单异常，致使消费者上
当。

其五，朋友圈晒订单、晒转账截图，其实，转账记录、
聊天记录、买家好评，都是有软件自动生成，以假代真。

其六，钓鱼网站制作的“有毒”二维码，只要网购消
费者扫一下，卡里的钱就会轻轻松松被刷走。

电商大国要做“增量”更要“提质”
治理网购乱象需多方联动

历经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
续3年位居世界第一。专家认为，作为电商大国，在做大

“增量”的同时，还要不断“提质”。治理网购乱象需政
府、企业、消费者共同努力。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日前表示，针对往年“双
十一”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今年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商总局等部门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的监管，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

针对网络购物中的“炒信”痼疾，国家发改委财政金
融司副司长李聚合表示，将建立并定期共享“炒信”黑名
单和联合惩戒子系统。对“炒信”主体将限制新设立账
户，屏蔽或删除现有账户，扣除信用积分，限制提供互联
网金融服务，限制严重失信寄递物流企业入驻电商平
台，限制网络广告推广等。

10月25日，阿里巴巴、腾讯、京东、58同城、滴滴出
行、百度糯米、奇虎360、顺丰速运等8家企业签署《反“炒
信”信息共享协议》。根据协议，各企业将加强内部信用
管理，记录“炒信”行为信息。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等有关部门指导下，企业将在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定期共享信用信息，并应用到各类场景中。

法律专家认为，消费者也要行动起来，不能因商品
“小”“少”而不为，发现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应积极投
诉。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周辉建议，在类似“双
十一”这样的促销节点，消费者需特别注意网购过程中的
流程和细则。如果遇到网购商品或服务质量等问题，可
通过协商、寻求工商部门或其他第三方维权机构帮助，遇
到网购欺诈的应及时举报维权。

浙江工商启动电商全网监测
浙江工商部署开展的网络交易监测专项行动，已于10

月20日开始，将持续到12月20日，重点突出对“双十一”前
后以及“双十二”3个网络集中促销时段（点）进行全网实时
监测。其中，在“双十一”前，主要针对网络交易中存在的各
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全网实时监测，“双十一”及“双十二”
期间，则主要针对网络商品和服务集中促销活动的网络交
易平台进行集中监测。

本次行动的监测对象主要锁定3类主体：辖区内的
第三方交易平台，包括淘宝、天猫、网易考拉、蘑菇街、贝
贝网等；京东、苏宁易购、1号店、亚马逊等省外网络交易
平台上的本地网店；各地通过前期主体建档、信息核查
所掌握的独立经营网站。重点聚焦这些主体上存在的
网络经营者信息不实、虚构原价假打折、虚假宣传、欺骗
性有奖销售、销售侵权假冒商品、销售不合格商品等7类
问题。

“本次网络交易专项监测采取全员参与的方式组织
实施，由全省各级网监部门和市场监管所作为网络监测
主体，鼓励各地组织和发动‘剁手’买家志愿者、行业协
会等共同参与行动。”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实施专项监测，发现一批网络交易突出问题、落地一
批网络违法线索、查办一批网络违法案件。

截至目前，全省各地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已对监测
到的123条违法线索进行了立案查处。

检察官看守所里相约失足少年

勇立规范执法潮头 上虞警方获得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