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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友群”暗藏旅游传销陷阱

AAAA制制拼拼团团出出游游未未必必真真实实惠惠

短信有不明链接千万别打开

““手手机机银银行行失失效效””
全全是是假假的的

本报记者 张九龙

如今，随着社交手段越来
越多元化，许多QQ群、微信群、
网站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和途
径，非法经营旅游业务，纷纷组
织出外旅游活动。本报编辑部
特别提醒广大居民：外出旅游
请务必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旅行
社，拒绝个人或无资质单位提
供的旅游服务。

趁着大好春光，结伴相约
出行本是件令人快乐的事，但
是现在有些不法分子又盯上了
这块“肥肉”，借各种“驴友群”
骗钱。由于“群”这种自然组织
不具备经营旅游业务的资质和
相关经营许可，在操作旅游业
务时专业能力不足，风险防范
能力差，又规避相关主管部门
的监管，不仅扰乱正常的旅游
市场秩序，也带来一定的安全
风险。

最常见的骗局莫过于貌似
AA制，实则为赢利。有些“驴友
群”在宣传旅游线路产品时，价
格常以AA制的形式出现，分解
为火车票多少元、景点门票多
少元、餐费多少元等，乍一听起
来价格透明，群主只是活动的
发起者，群成员分担费用，公平
合理。其实不然，当人数达到一
定数量后群主在吃、住、行、门
票等方面都能拿到相当优惠的
团队价格，这和群成员交纳的
费用有一定差价，加上参与人
数众多，产生的利润就相当可
观。

还有一种常见的纠纷是

领队无资质，合同未签订。领队
没有专业资质，而且出游前一
般是口头召集，不会和参与者
签订协议合同，约定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一旦出现安全或服
务质量方面问题，领队常会解
释为自由选择的结伴出游，不
承担任何责任。另外，正规旅行
社按照《旅游法》的要求，都投
保旅行社责任险，用于因旅行
社原因出现责任事故时保障游
客的合法权益，可“群旅游”没
有此项保险，一旦发生事故，赔
偿就无从谈起。

网络发起的旅游活动往往
监督有死角，安全无保障。“群
旅游”这类旅游组织者具有无
形性，他们既没有固定经营场
所，也未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
执照，监管难度大。即便发生损
害事故和投诉，管理部门也无
从收集证据，为旅游者维权困
难。“群旅游”属于个人达成的
约定，因为缺乏监管，所以在组
织旅游活动时常有夜间行车等
危及游客安全的行为发生。

同时，“驴友群”还面临着
追责无依据，游客难维权的现

实困境。这类组团游的付款方
式，有些通过现金支付，也有些
通过预付和银行转帐，没有发
票、保险，也不签合同，发起人
只是一个网名，人都很难找到。
如果出现纠纷或损害事故，出
游者很难举证维权。而且，这种
情况给旅游行政执法部门取证
也造成很大困难，参与的网友
也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不配合
提供证据，导致游客遭遇侵权
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
法合理维权。并且在法律层面，

“群旅游”引发的民事纠纷受理
起来也面临困难。

因此，本报编辑部再次提
醒广大旅游者，谨慎选择“户外
群”出游。在选择群组织上要慎
重，学会分辨各种形式的“黑”
俱乐部，警惕组织者以“廉价”
为诱饵欺骗参与者。其次，要做
好风险防范，与组织者签订旅
游合同，明确各方应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同时，要注意出游安
全，出游前认真学习相关旅游
安全知识，旅行过程中不要脱
离组织，并要掌握相关的户外
生存和急救技巧。

本报讯 (记者 张九龙 )

“您的手机银行将于今日
失效，请立即登录我行网站
重新补录验证，逾期银行卡
作 废 处 理 。”不 少 市 民 都 收
到过这样的银行短信，警惕
性较高的人会选择忽略，但
也 有 一 些 人 半 信 半 疑 甚 至
感到不安。对此银行人士表
示 ，这 是 诈 骗 信 息 ，如 附 有
不明链接千万不要点，否则
很 可 能 会 误 中 木 马 而 造 成
钱财损失。

近年来，电信诈骗数量不
断增长，花样翻新。各种诱导人
们上当的诸如中奖、兑换现金、
兑换话费以及恐吓类的如被洗
钱、账户有安全嫌疑等诈骗短
信可谓层出不穷，也令不少人
上当受骗。

据媒体报道，长沙市民
雍 女 士 刚 好 办 理 了 手 机 银
行 ，加 之 没 能 仔 细 辨 识 ，无
意 中 点 击 了 短 信 内 的 网 站
链接，眼睁睁地看着2 0万元
银 行 存 款 落 入 了 诈 骗 分 子
的 口 袋 。类 似 的 情 况 ，在 各
地时有发生。

警 方 表 示 ，春 节 过 后 ，
各种电信诈骗异常活跃，其
中一种诈骗手法就是，向受
害 人 发 送“ 手 机 银 行 将 失
效 ”的 短 信 ，要 求 登 录 指 定
网 站 进 行 认 证 。据 了 解 ，这
类短信一般都是通过“伪基

站 ”发 送 的 ，诈 骗 分 子 将 诈
骗 短 信 的 号 码 伪 装 成 银 行
的客服号码发送短信，受害
人 一 旦 不 慎 点 击 短 信 中 的
链接进入虚假网站，骗子就
会 诱 导 受 害 人 填 入 银 行 卡
号、密码等关键信息。

骗 子 根 据 这 些 信 息 可
查 出 受 害 人 银 行 卡 里 的 余
额，然后根据银行卡信息在
网上发生交易。受害人绑定
银 行 卡 的 手 机 收 到 交 易 验
证码后，对方又会想方设法
诱 骗 验 证 码 ，一 旦 发 给 对
方，钱也就转出去了。

为 此 ，警 方 提 醒 ，不 管
短信显示的是什么号码，一

定要先核实清楚，慎点不明
链接。对涉及资金转账的最
好先与收款方取得联系，进
一步确认后再实施转账。同
时 ，警 方 建 议 ：不 向 任 何 人
包 括 银 行 工 作 人 员 泄 露 各
类密码，尤其不泄露短信动
态 密 码 ；不 设 置 相 同 密 码 。
银 行 卡 交 易 密 码 与 其 他 各
类密码应区分设置，金融类
网 站 与 生 活 类 网 站 的 登 录
密码应区分设置；不点击不
明图片及链接；不使用公共
网络，不使用公共网络操作
支 付 、转 账 等 金 融 交 易 ；不
轻信外来电话，直接拨打银
行客服电话最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九龙) 天
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路边花草日
渐茂盛，不少野菜也露了头。记
者在市区不少的公园、绿地看
到，许多市民或提着小篮子，或
拎着方便袋在草木间寻找野菜
的影子。但医生提醒市民，在品
尝“野味”的背后，却不能忽视潜
在风险。路边的野菜，还是谨慎
采摘为好。

一到春天，就有不少市民自
己动手，去郊外采摘野菜尝鲜。
像南部仲宫镇的西仙村、刘家峪
以及门牙村沿途附近，北部的黄
河公园，东边的邢村立交桥附近
的村庄，西部的武庄乡的凤凰岭
等地都是市民挖野菜常去的地
方。

据了解，目前济南最常见的
野菜主要有马齿苋、苋菜、荠菜、
马头兰、苦菜、蕨菜、野茼蒿、香
椿芽等品种。每年的这个时节，
都有不少人因为误食野菜而导
致意外发生，轻者身体不适，重
者甚至危及到生命。

从食用方法上说，野菜不宜
久存，要现买现吃，越新鲜越好。
吃野菜最起码要知道所食野菜
有毒无毒，不认识的野菜最好不
吃。苦味野菜不宜多食。苦味野
菜性凉味苦，有解毒败火作用，
但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专家建
议，烹饪野菜前多洗几遍，并用
开水烫一下，尽可能地去除有毒
物质。

多数野菜性寒味苦，能败
火，但多吃会伤及脾胃，引发胃
痛、恶心、呕吐等轻微中毒症状。
因此，不管是什么野菜，尝尝鲜
就可以了，不要长期和大量食
用。吃后一旦出现周身发痒、浮
肿、皮下出血等症状，应立即停
止食用，马上到医院诊治。

而且专家也说了，野菜的营
养价值并不突出，依靠某种野菜
摄入营养素或达到某种养生效
果的观点是错误的，完全没有必
要刻意推崇其养生功效。挖野菜
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咱们居民一
定要积累好野菜相关知识。

误食野菜会中毒

野菜虽新鲜，采摘需谨慎

五大原则搭配黑色食物

万物回春，科学养生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张九龙) 所
谓“一年之计在于春”，自古以来
春天就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因
此人们在安排春季衣食住行的
时候，尤为注重立春养生，那么
立春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呢？

除了众所知周的“早睡早
起、戒躁戒怒”等作息和精神上
的安排之外，在饮食上大家也要
偏于清淡的口味。让春季养生简
单易行，核心是牢记五大原则：

“饮食清淡”、“多吃一些黄绿蔬
菜”、“多摄取一些维生素和矿物
质丰富的食物”、“当心胃肠疾病
发作”、“注意祛痰养肺”。

当然，除了五大原则之外，
中医上对于养生也有很多先人

总结的智慧。中医认为“五色食
物补五脏”：红色入心，青色入
肝、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
肾。因此，人们面对生活中眼花
缭乱的食材，经常会根据颜色来
选择饮食，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养生方法。

春季最常出现脾胃虚弱的
病症，如慢性消化性溃疡及慢性
肝炎等疾病于春季较易发作，因
此在食材选择上要多食补气健
脾的食品。黑米、栗子、黑木耳、黑
谷、黑芝麻、黑枣、核桃等黑色食
物都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
素，能够养肾补肾益肾气，还具有
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活血止血、
止咳化痰等功效，是立春养生、
养肝护肾必不可少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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