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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校园贷，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还
算轻的。多少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好好少
年，都被可恶的网贷害得心智异常，负债
累累，甚至家破人亡。有些孩子嗤之以
鼻：“不就借两钱嘛，至于说这么恐怖
吗？”至于！姣姣一点没有耸人听闻，请
看报道：

案例一：长沙高校学生陷“贷款购手
机”骗局

长沙某大学30余名学生分别以网
贷形式购买了一到三台苹果手机，总购
66台，每台市价六千余元。办完贷款手
续后，手机没拿到，却背负一身欠款，总
欠款额度高达37万元。

案例二：河南一大学生以同学名义
贷款百万终以命相赎

郑州某大学，一在校大学生为满足
自己畸形的消费需求，利用同学身份证
件进行校园贷款，涉及几十个网贷平
台。此恶性事件不仅影响同学正常上学
生活，更对当事人家庭造成不可磨灭的
巨大伤害。面对高昂的利息与本金，铺
天盖地的恶意催债及生活压力，正值青
春的小Z最后选择跳楼自杀（之前已自
杀四次）。

案例三 ：校园悲剧频发
有女大学生通过网络借贷平台进行

借款，被要求以手持身份证件之裸照作
为抵押，而借款周利息高达30%，逾期如
果无法还款将被威胁公布照片给家人朋
友，甚至被迫进行不法交易。

那么校园毒贷款特征有哪些呢？
1．贷款条件简单
2．无需提交担保

3．无需审查资质
4．网上填表申请
5．利率高费用高
6．追债方式野蛮
姣姣之前说过，是否上当受骗与是

否高学历无甚关联，受过高等教育的大
学生屡屡中招，走南闯北的中低学历者
反而火眼金睛，表现在：

1．消费观念转变：随着我国共享型
包容性经济的发展，教育开放式和社会
化，促进了学生信用消费发展，大学生对
提前消费已经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2．勤俭意识缺失：攀比心理作祟，
盲目追求名牌、时尚的奢侈品，冲动消费
的结果就是选择网络借贷来满足虚荣
心。

3．成长环境影响：大学生独生子女
居多，在爱的包围下成长，忽略了理财观
念风险意识养成。而部分农村孩子不愿
意再向辛劳的父母索要过多生活费，当
钱不够用时，便选择网络借贷这种看似
便捷的方式。

网贷严重后果
1.影响生活和学习：因沉重的债务

和非法追讨的潜在威胁，借款金额大的
学生往往深陷恐惧，影响到正常生活学
习；不良征信记录还将影响个人信用，面
临刑事处罚，严重者可能出现轻生行为。

2.影响家庭：对于一些供养子女上
学已经困难的家庭，网贷无疑是雪上加
霜，父母穷尽一生的积蓄，都可能因为无
知孩子的举动而毁于一旦，债台高筑。

3.影响同学亲友：借用甚至盗用其
他亲友同学身份借款，一旦无力还款，良

心受谴不说，还会连累无数个无辜家庭
负债累累。

那么校园网贷该如何防范呢
1．树立正确金融观消费观，不攀

比、不炫富。
2．选择正规借贷机构，如确实需要

贷款，应尽量对比选择有正规许可的机
构办理，把钱花在生活、学习必需品上。
及时按约定还款，维护良好信用。

3．不外借身份证件，注意保管。
当然，倘若真的涉入网贷，在日常生

活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转账凭证、还款
记录等作为维权证据。如果贷款无法及
时还清，要及时协商，申请延期等。一旦
碰到威胁、恐吓、暴力催债以及侵犯人身
权利之行为时，记住第一时间报警，让公
安机关介入处理。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组织全辖网点开展9月“联合宣教活动”
以案说险——树立正确消费观 远离非法校园贷交通银行无锡分行9

月份组织全辖网点开展金
融知识联合宣传专题活
动，打造姣姣说消保宣传
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
传方式，致力宣传实效。
线下立足厅堂宣传，借助
对外滚动屏、海报机、公众
教育区、电子灯箱进行金
融知识宣传，同时走进社
区、企业、周边商户等人口
密集地区，发放宣传折页，
一对一宣讲等方式普及金
融知识；线上连线104经
济电台，通过电波向广大
听众普及校园毒贷款等理
财知识；周六、周日在地铁
1、2线、市公交线路投放
员工亲自参与拍摄的宣传
短视频，让广大乘客在等
车坐车之余了解信息安全
的重要性；通过手机银行
APP 空中理财室进行直
播，给客户提示非法集资
的危害及特点；广泛组织
员工制作系列微电影、微
信长图、易启秀等以案说
险宣传素材，在分行微信
公众号、员工微信朋友圈
进行连载及转发，扩大受
众面。接下来，该行将持
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
传方式做好金融知识普及
工作，提升百姓金融素养，
共创美好生活！

本报讯（晚报记者 陶洁/
文、摄）中秋来临，满城桂香，也
是麦饼出道的时节。在锡山区
厚桥街道、鹅湖镇、锡北镇的街
头，一家家手工糕饼店内，边做
边售的麦饼是街头最有丰收气
息的明星。刚出炉的金黄色麦
饼未及包装，晾摊在竹匾或铁盘
里，诱人的清香勾起不少人的

“馋虫”，这种传统美食不仅喷香
好吃，也是当地推行文旅、农副
三产结合的乡村振兴亮点。

分散在各乡镇的手工业作
坊正迎来产业化的升级和改
造。在荡口古镇的花沿桥糕团
店，老板华炜林是这家已有30
多年历史老字号的第三代传
人。告别了土灶铁锅的传统烘
烤方式，从古镇迁至镇上后改为
专业烤炉的流水线生产，效率实
现了较大提高。这家老店坚持
当日生产当日销售的传统售卖
渠道和模式，顾客们可随时参观
制作流程，最近每天的接单量达
3000只左右，许多本镇居民和
周边乡镇居民都会来“打卡”。

坚守传统工艺，用料扎实
新鲜，让这些隐藏在乡间的麦
饼每到节庆就焕发出别样“香
味”。在锡北镇八士农贸市场
内的“云清”麦饼店是家网红
传统麦饼店，这家店每年只在
农历七月半到八月半制作、销

售手工油酥麦饼，手艺传统纯
正。老板介绍，麦饼的手法、
形状都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
尤其是椒盐味道，咸中带甜、
鲜中带香，远近闻名，许多城
里的老餮们驱车几十公里找
来，就为怀念儿时味道。

无锡麦饼简单而有形式感，
一般分为大麦饼、推酥麦饼、糯
米饼，和机器做出的标准化产品
相比，手工麦饼卖相粗糙朴实，
农家风味却始终让人偏爱。厚
桥北小桥的一条老街上，原来只
有一个小门面，20年间发展到
一条街上一家挨着一家的十二
家糕团店，当季以最传统的手艺
制作推酥麦饼，这种手艺在当地
和周边的鸿山街道已流行很
久。记者看到，成为麦饼前的面
团被手巧的帮工阿姨捏出了好
看的云纹，接着在手中麻利摊转

开，加入馅料后再次成了团，轻
轻一压，就有了圆圆的形，铁盘
里饼子们成批烤完，油而不腻，
香溢四方，咬下去，一口甜来一
口咸，芝麻葱油各有千秋，金黄
色的饼子外表出现圈圈“涟漪”，
尝尝匾额里掉下的碎酥皮，也感
觉特别美味。

记者注意到，这些在当地
最有名气的老字号糕饼店，大
多尚未开辟网上电商通道。“这
几天预订很火，有多少发多少，
来不及做的话，就明天来吧”，

“花沿桥”的老华忙着给客人打
招呼，有的客人来得晚，中午前
来给单位买，批量大点的常常
就会“不够”。有的麦饼店铺生
意好的一天要做十五六小时，
才能满足当日的订单，勤劳的
手艺农户们凭借这个传统节
日，收获了丰收的喜悦。

本报讯 中秋将至，不少市民开始忙着采购走
亲访友的礼品，其中，除月饼外，保健品成为送长
辈的“热选商品”。那么，该如何选购保健食品
呢？市场上的保健食品是否规范？为此，滨湖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埒分局昨赴社区开展保健食品
科普宣传活动，并对社区周边的保健食品经营场
所进行突击执法检查。

科普宣传活动中，河埒分局邀请江南大学志愿
者来到河埒社区，向老年居民们讲解保健食品的基
本概念、功能、适用人群、标签标识以及保健食品与
普通食品药品的区别等知识，向他们强调保健食品
不是药品，更不能替代药品；执法人员则向老人们
介绍了保健食品违法销售套路，发放关于防范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及欺诈消费宣传手册，进一步提高老
年人对保健食品的科学认知与自我防护能力。

当天上午，该局执法人员还对该社区周边的药
店等保健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检查，重点检查在售保
健食品标签、说明书是否虚假宣称疾病预防、治疗功
能，是否与注册或备案的内容不一致；经营单位是否
存在虚假违法保健食品广告、保健食品虚假宣传等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产品进销存台账、索证索票、检
验合格报告等进货检查验收情况。经检查，被检查
单位及其在售的保健食品均符合相关规范。

“夸大、虚假宣传保健食品的功效，是目前保健
食品市场中较为高发的违法行为。”滨湖区市场监
管局河埒分局执法人员表示，保健食品只具有调节
机体的保健功能，不具有治疗疾病功效，任何宣称
保健品具有治疗功效的宣传都是违法的，消费者遇
有这种情况可拨打12315举报。同时，执法人员提
醒消费者，为防止被忽悠，购买时认准保健食品标
志（小蓝帽）和保健食品批准文号，消费者可登录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输
入该批准文号、产品名称等即可查询产品相关信
息，以辨认真伪。 （刘娟 曾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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