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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通过“进乡村、进社
区、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
的“五进”活动，积极开展存款
保险知识宣传，提升社会公众
对相关金融制度的认识度和
普及率。

5月，江苏银行无锡分行
利用“存款保险宣传月”契机，
组织各支行网点开展丰富多
彩的宣传活动。江阴支行走
进澄康路社区，借助社区道德
大讲堂平台，通过有奖问答的
方式向社区居民宣讲存款保
险、反诈等金融知识；携手申
港司法所、申港派出所搭乘

“季子号法制文化专列”，进入

申港街道举办了以“法润申
港 平安同行 反诈宣传入万
家”为主题的宣传活动，特邀
当地“申港戏码头演艺队”编
写《重阳惊梦》剧本，现场通过
戏曲演出形式向群众讲解诈
骗案例、提示防范措施，引导
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和方式管
理使用自己的账户和资金，并
着重宣传存款保险制度对居
民存款的保障作用。

无锡梁溪支行存款保险
宣讲员走进连元街小学，向小
朋友们宣传推广人民币真伪
辨别知识和存款保险知识，通
过生动的演示讲解，助推金融

知识走进校园。无锡永丰支
行来到市民中心食堂开展驻
场宣传，介绍养老金账户预约
服务、发放存款保险宣传折
页，讲解什么是存款保险、偿
付限额、保费缴纳等群众较为
关心的问题。

下一步，江苏银行无锡分
行将持续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宣
传常态化，通过集中宣传活动
和日常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
帮助社会公众提高对存款保险
的认知和理解，切实保护金融
消费者权益，履行银行社会责
任，为维护无锡地区金融稳定
贡献江苏银行力量。（魏思缘）

你买不到的演出票，
为什么总在“黄牛”手里？

多措并举 宣传存款保险
江苏银行无锡分行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月”活动

开展存款保险宣传是金融机构积极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一项
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关于存款保险宣传的工作部署，
进一步推动存款保险知识普及，江苏银行无锡分行在《存款保险条例》颁布实施8周年之
际，多措并举持续开展存款保险主题宣传活动。

该行利用无锡107家网
点资源优势，一方面通过
LED跑马屏等厅堂内外电子
媒介，滚动播放存款保险宣传
标语及视频。另一方面，依托
厅堂客户资源，发挥宣传阵地

作用，网点宣讲员通过派发宣
传折页、厅堂微沙龙、金融小
课堂、客户邀约活动等形式，
主动向来行客户普及存款保
险知识。

江苏银行无锡鸿山支行

在集中宣传期间开展存款保
险微沙龙活动，以有奖问答互
动小游戏，让群众参与到存款
保险宣讲的微沙龙中，使客户
了解存款保险重大意义，增强
公众对金融稳定信心。

立足厅堂，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走出厅堂，扩大基层宣传面

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迅速回暖，
激起不少人久违的热情。然而，官方
购票平台“一票难求”、“黄牛”加价倒
票“大行其道”又让很多人心灰意
冷。种种乱象不仅破坏了观众体验，
也扰乱了市场秩序。“黄牛”倒票为何
屡禁不绝？票务市场秩序如何规
范？强制实名到底有没有用？

官方平台开票“秒没”
“黄牛”票源充足

今年的5月底至6月初，知名人
气组合乐队“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连续举办6场演唱会，数十万
张门票“开票即售罄”。这背后，观众
在官方售票平台抢票抢不到，而“黄
牛”却在一些交易平台和社交软件发
布大量加价转售门票的信息。

溢价程度令人惊讶：看台和内场
的官方门票价格区间在 355 元到
1855元，而“黄牛”发布的各类溢价
票，平均每张加价525元到925元不
等，内场1855元一张的票，甚至被炒
到了6980元，更有甚者，价格高达上
万元。

不仅是“溢价”，有媒体采访发
现，不少购票人反映，自己在开票的
第一时间，在多个官方平台购买，均
没有成功，但“黄牛票”的场次、位置
却可以随便挑。

针对此类票务市场乱象，从今年
4月起，北京多部门联合各区开展营
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
专项整治工作。目前，根据群众举报
以及自行工作发现的线索，北京警方
已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其
中，在“五月天”演唱会期间查获处理

“黄牛”倒票人员64人。

钻平台转赠功能的空子
“黄牛”进行溢价转售

通过排查出票销售方案执行情
况、线上演出门票交易情况以及网络
舆情和12345群众平台转来的相关
投诉，监管部门研判，“黄牛”倒票的
重点主要集中在官方线上平台的“转
赠”环节。

“票务转赠”指的是无法观看演
出的购票人通过官方购票平台，将自
己购买的门票转让给其他观众，同时
修改观演人信息。

平台设置转赠功能的初衷，是为
了给因有事无法到场的购票人提供
便利，却给了“黄牛”可乘之机。

一般来说，“黄牛”有两种抢票形
式：

第一种“黄牛”也可被称作“抢
手”，观众将自己的账号和身份信息
提前给“抢手”，“抢手”在开票网站上
帮忙抢票，但不保证一定成功；

第二种“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
抢票的程序脚本和软件，也就是俗称
的“外挂”，大幅度提升在官方售票渠
道的抢票成功率。他们使用“黄牛”
的身份信息，囤积到可用于转赠的门
票后，在相关社交平台以“现票预定”
的名义寻找买家，进行溢价转售，倒
卖完成后，再通过官方售票平台的

“转赠”功能，修改观演人信息，将门
票转赠给“溢价购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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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票源多为纸质票形式发
放，票面信息与使用者难以准确关
联，容易让“黄牛”钻空子。

打击“黄牛票”销售流通
各方该如何约束？

按照文旅部门的监管要求，官方
售票平台应以科技手段反制“恶意软
件刷票”现象。总台记者了解到，一些
平台已经在用科技手段反制。不过，
因为真人代抢的购票行为与正常购票
行为一致，系统很难做出精准甄别。

那么，打击“黄牛票”销售流通，
举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如何约束呢？

某票务平台安全部业务风控负
责人表示，他们的现场核验设备支持

“人证票”进行强实名核验，今年来已
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多个大型

演出项目提供了“人证票”核验服
务。通过“人证票”进行强实名核验，
也就是通过“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
确定本人与身份证的信息、购票信息
一致。

与此同时，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官网、官方微博公布了“演出票务监
督专用举报信箱”，鼓励市民发现“黄
牛”后及时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通
过举报专用信箱进行投诉举报。来
信来电反映问题一经查实，将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并将相关违法违规单位
和个人纳入黑名单管理。

针对“黄牛”倒票乱象，许多网友
呼吁让“实名”制覆盖购票和演出入
场核验各个环节，特别是要“强实名”
验证。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
副主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
委员朱巍对此表示：“强实名意味着
票在二级市场上没法交易。既然没
法交易，就一定要有一个必要的退票
的渠道。”

他表示，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消费者既然有购票的权
利，那么平台、卖票方、主办者一定要
切实保障好消费者退票的权利。按
照商业惯例来讲，应保证开场前24
小时之内可退票，可能部分平台会收
取一定费用。只有退票渠道做好之
后，才可以实行强实名制。

（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