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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各市（县）区党政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 接访时间：上午9:00-11:30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现将2023年8月份入驻市人民来访接待
中心开展联合接访的部门和时间安排公示如下：

一、接访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7:00。国家法定节假日按规定办公接待。
二、接访地点
无锡市经开区和谐道1号。

三、日程安排
1．工作日全天：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律师开展法律援助、义务提供咨询。
2．工作日上午：市纪委监委机关。
3．每周一、二、四全天：市委政法委。
4．每周一、三、五全天：市教育局。
5．每周一、三全天：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6．每周一上午：国资委。
7．每周一下午：市文广旅游局。
8．每周二全天：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疗保障局。
9．每周三上午：市人大办公室、市司法局、市农村农业局。
10．每周三下午：市生态环境局。
11．每周三、五全天：市检察院。
12．每周四全天：市民政局、市城市管理局。
13．每周五上午：市交通运输局。
14．每周五下午：银保监无锡分局。
15．每周五全天：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妇联。
16．8月8日上午：市发展改革委。
17．8月15日上午：市商务局。
18．8月22日上午：市邮政管理局。
19．8月29日上午：市水利局。

无锡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2023年7月26日

2023年8月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各入驻部门接访安排

面对不断升温的演出和粉丝们高
涨的热情，演出门票市场应如何规范？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微信公众
号曾以“以案说法”的形式介绍，“黄牛”
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法律对其有严格
的制裁，《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多部
法律法规牵涉，刑、罚并举。

通州法院指出，今年四月，文旅部
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
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表示“公
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
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从业者应当
放弃内部“搞票倒卖”的不正当经营方
式，让各类因安保、公关等因素预留的

门票按照既定范围使用，并严格限制其
流入二手市场。

同时，购票主体应遵循正常秩序流
程，不要开发、使用、传播所谓“抢票神
器、外挂”，共同维护线上售票公平性的
同时，保护自己远离刑事犯罪的风险。

针对近期多起假“黄牛”诈骗事件，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夏海龙律师提醒
各位观众，一些热门演出的门票注定供
不应求，可以通过购票平台、演出方发
布等途径关注门票销售情况，在官方已
确认门票售罄的情况下，不要心存侥
幸，尤其注意不要轻信平台之外的任何
售票行为。 （中新网）

门票售罄的速度以秒计算

那些消失的门票，到底去了哪里？
近日，周杰伦演唱会两张内场连座门票被“黄牛”从2000元炒到15

万元的话题引发热议。大麦APP显示，周杰伦演唱会天津站开票4轮，
放票约10.5万张，超530万人标记“想看”，超过99%同类演出。意料之
内，众多准时守着手机屏幕蓄势待发的歌迷等来的又是“缺货登记”。

门票售罄的速度以秒计算，期待已久的歌迷一票难求，天下苦“黄
牛”久矣。

随着五月天、周杰伦、张杰等知
名歌手“扎堆”开演唱会，踊跃浮现的

“黄牛”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那些消失的门票，到底去了

哪里？
据央视新闻报道，“黄牛”有

两种抢票形式，一种是“抢手”代
抢，另一种是溢价转售。

“抢手”代抢指的是“黄牛”用
顾客的身份信息抢票，以此获取

“代拍费”，这种方式不能保证抢
票成功。记者联系到一位“黄
牛”，该“黄牛”提到，蔡依林演唱
会上海站的代拍费为300元起，
内场门票代拍费则是500元。对
于即将开始售票的TFBOYS演
唱会西安站，一位“黄牛”开出了
高达四位数的代拍费。

溢价转售指的是“黄牛”用
“抢票外挂”大幅度提升在官方售
票平台的抢票成功率，通过官方
平台的转赠功能，在微信朋友圈
以及闲鱼、转转、微博等二手交易
平台进行倒卖。

此外，营业性演出一般会为
必要性服务保障岗位的工作人员
留出“工作票”。中新网了解到，
在官方平台门票售罄后，一些“黄
牛”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普通门
票和“工作票”“邀请函”“包厢票”
等特殊票种，进行高溢价倒卖。

为了抵制“黄牛”破坏票务市
场，一些售票平台推出了实名制观
演的规定，购票需绑定观演人身份
信息。据一位参与五月天演唱会
北京站的观众描述，入场时需扫描
电子票二维码或身份证以及人脸
验证，票、证、人三合一认证通过才
可入场，近期即将开办的蔡依林演
唱会上海站、TFBOYS演唱会西
安站也是如此。此外，一些演唱会
场次还会禁止转赠及转售。

针对这种“强实名”规则，一些
“黄牛”会利用代抢、转赠、出售可实
名登记的工作票的方式“钻空子”。
而针对禁止转赠及转售的场次，用
顾客的身份信息代抢以及出售特殊
票种也能让“黄牛”大赚一笔。

除了垄断票务市场的“黄牛”，还有
一些假“黄牛”利用歌迷的“偶像情怀”

“青春滤镜”肆意行骗，扰乱市场秩序。
今年六月，在五月天演唱会北京站

开办期间，季女士(化名)就有过一段被
假“黄牛”诈骗的经历。

季女士向记者提到，她在小红书
APP上找到一名“黄牛”，想要购买一张
五月天演唱会门票，对方向她发来一个
二维码，让她用闲鱼APP扫描后下单。
季女士用闲鱼扫描后直接跳转至支付
宝，遂进行付款，此时发现收款方不是
对方的闲鱼账户，而是一个抖音打赏的
账户。季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1800元，至今尚未追回。
还有很多歌迷在社交平台上记录

了自己被假“黄牛”诈骗的经历。花了
高价却没有拿到门票，让他们从即将奔
赴演唱会的兴奋中陷入低落。

据观察，有的假“黄牛”将自己伪装
成官方售票平台的“内部人员”或“正
规”“靠谱”的票务公司，要求直接向其
支付宝或银行账户转账，以此躲避平台
监管。然而，与季女士的被骗经历相
同，近期出现多起假“黄牛”通过伪造交
易平台链接的方式诱骗歌迷付款的事
件，就连网友们一向信任的交易平台，
竟也存有“黄牛”行骗的漏洞。

如何规范演出门票市场？

“黄牛”之外，还有假“黄牛”

扎堆的演唱会，消失的门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