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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一：“不过包退”

“退不了，你走法律程序
吧。”申请退费失败后，一些学员
等来了培训机构的这样一句话。

天眼查数据显示，在某教育
培训机构涉及司法案件的主要
案由中，有关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就有292起，占据首位。其中，
有117起案件已结案，175起案
件尚未结案。

果断拒绝了机构提出的分
期退费后，程言在机构所属地法
院电子诉讼平台发起起诉。立
案之后，法院建议程言撤诉，并

告诉她会监督机构在约定时间
退全款，撤诉后即收到了退费。
整个过程持续了半年多，但好在
程言最终收到了全部退费。

程言提到，协议书中规定了
解决协议争议的方式，两种方式
分别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和“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一位提供教育培训合同纠纷相
关法律服务的人士告诉记者，每
个人的培训协议不同，“约定诉
讼只能诉讼，约定仲裁只能仲
裁”。提交仲裁申请并通过预审

后，申诉人需向仲裁委员会预交
17000元仲裁费，案件终结后由
败诉人承担。该法律服务人士
介绍道，仲裁为一裁终局，出结
果较快。

“我还没有了解过怎么走法
律程序，我只知道自己已经耗费
了很多精力和金钱。”为了等来
应得的退费，宋明已经身心疲
惫。

这场退费风波，仍未完待
续。

（中新）

“变废为宝”手工课
别制造浪费

变废为宝、废物利用……很多儿童手工制
作课程都以“绿色环保”为主题，指导孩子们利
用身边的废弃物制作手工作品，一方面锻炼孩
子的动手能力，另一方面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帮助孩子完成手工
作业时，由于平时家里没有废品，家长不得不去
购买“新材料”充当“废物”使用。

旧口罩扎牡丹花
十几个旧口罩没处找
只得买包新口罩

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教家长和孩子用废弃
口罩做手工的教程不胜枚举。可是，笑笑妈看
了一段教学视频后，感觉有点儿哭笑不得：“视
频教孩子用旧口罩制作牡丹花，成品确实特别
好看，但制作过程很‘费口罩’：先把十几个旧口
罩用开水煮，晾干后再剪裁制作。结果准备材
料就难住我们了。现在，用过的口罩都是即用
即扔。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旧口罩呢？”因为孩子
吵着闹着要做几朵“口罩牡丹”，笑笑妈只好买
了整整一包新口罩，当成手工材料给剪了。

记者注意到，很多用旧口罩制作的手工制
品教程都很繁复，基本都不是一两个口罩就能
做成的，往往要耗费少则两三个、多则十几个旧
口罩。“我觉得这不是废物利用，而是在浪费物
品。”很多家长都有类似的感受。

废瓶子做牙刷架
四个空瓶子找不齐
去超市现买矿泉水

前几天，乐乐带回了幼儿园老师留的作业
——跟爸爸妈妈一起用废旧饮料瓶做一个手工
作品。

乐乐妈上网去搜了一下视频教程，笔筒、收
纳盘、小花盆等做法五花八门，其中只有很少一
部分是用一两个瓶子就能做出来的。但凡有些

“技术含量”的作品都要使用好多个瓶子：一个
轨道滚滚乐，要用十几个瓶子剪裁后粘连起来，
形成连续的轨道；用瓶盖制作的风铃，则要用绳
子把十几个瓶盖穿起来……

乐乐妈感到很为难，平时家里用完的瓶瓶
罐罐都当可回收垃圾处理了，上哪儿一下子找
十几个瓶子或瓶盖呀？她挑来选去，发现“牙刷
架”用料最少——只需要4个瓶子。因为第二天
就要交作业，乐乐妈赶紧去超市买了4瓶矿泉
水，把水倒了，腾出瓶子给孩子做手工。

用粮食拼贴宣传画
每样只用一小点儿
剩余杂粮都浪费

“粮食画”是一种常见的幼儿手工作品，却
让很多家长感到别扭。

这种手工作品主要利用谷物、豆子等粮食天
然的形状、色彩、纹路，拼贴成不同的人物、动物
形象或故事场景。一幅画色彩越繁复，用到的粮
食品种越多。比如：黑色一般用黑豆、黑芝麻呈
现，黄色用小米或黄豆、玉米粒呈现，白色使用大
米，红色使用红豆、红枣，绿色使用绿豆……

“家里平时做饭只买大米、小米和面粉，顶
多再备点儿红豆、绿豆，‘粮食画’的颜色根本凑
不齐，只好去超市买一些杂粮回来。因为每种
粮食只用一丁点儿，这些粮食又不能长期保存，
只好一样抓一把。”苒苒妈说，粘完了“粮食画”，
剩下的杂食基本也没什么用，都放到厨房的角
落里，时间一长也就变成了厨余垃圾。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粮食画”都是主打
节约粮食的主题。“这究竟是节约粮食还是浪费
粮食呢？”很多家长质疑道。 （北京晚报）

退费风波：

公考培训协议班有何套路？
今日，2024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

举行。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本次国
考共计划招录3.96万人，截至网上报
名与资格审查工作结束，共有303.3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
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
约为77:1。

有这样一群考生，在争分夺秒准备
奔赴即将到来的笔试的同时，还在经历
着一场跨越两年公考的退费风波。

近年来，公考培训俨然成为产业
链。为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考生
下定决心投资自己。然而，等待他们
的不是即便失败也能获得的退费保
障，而是公考培训协议班一环又一环
的套路。

2022 年公考失败后，程言
(化名)开始了她为期近一年的维
权之路。与协议中约定好的提
交退费手续材料并经过核实后
的30-45天不同的是，她直到今
年5月底才收到了早就应得的4
万元退款。现如今，一群报名
2023年公考培训协议班的考生
走上了她曾经走过的路，在艰难
的维权中挣扎着。

宋明 ( 化名) 就是其中一
个。2022 年 8月，他报名了某
培训机构开设的公考笔试、面
试全程协议班，并且与机构签
署了协议书，协议书中详细规
定了退费的条件、标准及办理

流程。宋明未能成功“上岸”
后，即向培训机构提出了退还
培训费的申请。然而，从8月8
日提交退费手续材料到现在，
他还没有等到培训机构承诺的
36500元退费。

“提交退费资料上去就没有
下文了，其他人也是一样，大家
都是好几万块钱在机构那里卡
着。”宋明和其他正在维权的学
员的遭遇，都源于当时听信了机
构承诺的“不过包退”。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
现，报名“不过包退”式公考培训
班的学员比比皆是。有教育专
家分析表示，学员考试过与不

过，这是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是教，另一方面是学，但

“不过包退”的商业模式把过于
不过都归于教的一方，相当于给
学员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退费风波愈演愈烈。据宋
明介绍，如今，他报名的培训机
构已经取消了全退的协议班，改
为未通过考试退部分款。该培
训机构一中介告诉记者，目前
2024年省考协议班采用三种计
费方式，其中，学员可以先交
22999 元，被录用后退还 5000
元。虽然退费费用有所减少，但

“不过包退”的“承诺”还在继续
着。

套路二：从“没钱退”到“分期退”

去年8月，在某省省考职位
及调剂、递补、补录职位的拟录
用名单均公布，刘佳(化名)确定
省考落榜。参加考试时正值疫
情，刘佳和同样报名协议班的同
学们冒着风险参加了考试的全
流程，原因是协议规定只有参加
考试相关环节才能在落榜后得
到退费，“公考培训都很贵，我还
有朋友五六万地往里砸”。然
而，她向培训机构申请退费后，
机构在10月时推辞说“没钱退
不了”，提出可以让她去下半年
的笔试班上两个月的课。刘佳
拒绝后，12月至今年1月期间，
机构向刘佳提出分期退费。

刘佳与培训机构签署的协
议书规定，“甲方在收到乙方提
交的完整退费手续材料，经核实
材料真实、符合退费条件后30-
4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退费金额
支付至乙方提供的银行账户”，

没有提到分期退费这回事。“如
果不同意分期要求退全款，不一
定什么时候能退，所以我抱着先
拿回来多少是多少的心态，接受
了机构提出的分期退费。”但在
拿到了几期退费后，今年6月，机
构停止了退费，距离承诺退还的
19800元还差约6000元。

也有学员不同意协议中没
有写明的分期退费，程言就是如
此。“那个时候，网上已经有很多
人建议不要接受分期了，所以我
就拒绝了。他们已经违约了，又
说分期，谁知道会不会遵守约
定？”程言认为，如果培训机构有
诚信就应该按时退费，不应该

“又整这一出”。
分期退费停止后，刘佳开始

向12345热线、教委、信访部门
等多方力量投诉培训机构。后
来，刘佳得知机构那边似乎“又
有钱了”。经过多次投诉和求

助，刘佳终于在今年10月拿到
了全部退费。与此同时，宋明接
受了总价值高达近4万元的分期
退费，但只收到一期就再没回
音，“只要不投诉他们就当没这
回事儿”。

今年6月，江苏省消保委公
布了一项针对考公考研教育培
训行业的专项调查结果，其中涉
及6家考公机构。调查结果显
示，退费流程繁琐，培训机构推
诿责任。调查显示，38.9%的被
访者表示有过退费经历，其中
81.1%的被访者表示退费时遇到
机构不合理扣费或拒绝退费，退
费繁琐的主要表现为，退费条件
严苛、未按照协议退费、退费时
间长、退费手续繁琐、拒绝退费改
为换课等。另外，从投诉情况来
看，在退费过程中消费者经常遭
遇工作人员失联、机构之间推诿
责任的情况，导致退费困难重重。

套路三：“走法律程序吧”

考生进入国考考点。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