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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协会商会乱收费，既要立规也要削权
□何勇海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社会
工作部、民政部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行为合规指南》。指南聚焦当前经营
者反映突出的问题，对行业协会商会收
取会费、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
费等重点领域，科学、合理设置收费要
求，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长效监
管机制。

行业协会商会承担着服务企业发展、
反映行业诉求、化解矛盾纠纷、加强行业
自律的重要职责，是联系政府、企业、市
场的桥梁纽带。然而长期以来，部分行业
协会商会的收费行为却很任性，成为蚕
食企业利润、增加企业负担、扰乱市场秩
序、破坏营商环境、侵蚀减税降费政策效
果的因素。

行业协会商会的乱收费五花八门：
垄断性市场“入门”费，也就是会费，即使
未获得服务也必须交纳；在评审、评比环
节中乱收费，在政府招投标、资质许可等
方面，评审评比多由行业协会直接负责，
企业为顺利通过评审，往往选择“花钱买

平安”；随意自设项目乱收费，诸如信息
服务费、考试注册费、管道维护费、自律
保证金……诸多项目收费缺乏依据、未
经批准。

某个行业协会商会的乱收费或许不
高，几千到几万不等，但企业需加入的行
业协会商会较多，且一旦入会，长期交费。
多数企业对最终被盘剥的费用还是难以
承受，将行业协会商会称为“敛财协会”

“敛财商会”却又无可奈何的企业不在少
数。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均加大了对这
种现象的整治力度。比如，2017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关于清理规范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剑指行业协会
商会的乱收费；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民
政部曝光10起行业协会违规收费案例，并
要求各级市场监管、民政部门密切关注行
业协会收费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收
费。这些行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此番，三部门制定《行业协会商会收
费行为合规指南》，分别就会费、行政事业
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和其他收费，明
确了具体要求、处理方式及违法违规后

果，为行业协会商会提供了清晰指引，也
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更加明确、具体的监管
依据。比如，禁止利用行政资源强制服务
并收费，不得通过与行政机关联合发文、
利用行政机关委托事项、通过行政机关违
规设置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等方式，强制企
业接受服务并收取费用。这是建立监管长
效机制的举措，将有力推动行业协会商会
收费行为走向规范化，有效保障企业的合
法权益。

而要从源头治理问题，还得真正推动
协会商会去行政化、去官方化，以此“削
权”。近年来，相关部门也在推进这项工
作。然而，上面“雷声大”，下面“雨点小”。
有的地方部门舍不得放下权和利，看似与
协会商会脱钩，实则藕断丝连；一些行政
评审评比看似被取消，实则交给协会商会
打理，这是乱收费“剪不断理还乱”的根
源。因此，必须全面、强力推进脱钩，让权
力的回归权力、市场的回归市场。真正脱
钩后，协会商会行业还当引入竞争机制，
探索“一行多会”，形成市场竞争，打破行
业垄断，让失民心者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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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热衷“买谷子”

不必大惊小怪

据报道，“初高中生买谷子”的话题
近期屡登热榜，引发关注。“谷子”是英语
goods的音译，涵盖种类广泛，包括“吧
唧”（徽章）、钥匙扣、挂件、卡片、拍立得、
玩偶等制品，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漫画、动
漫、游戏等版权作品衍生出的周边产品。
从报道来看，一些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较
高，有初中生一口气买了800多元的“谷
子”，拎着的两个包里装满了她喜欢的一
款动漫周边，而这次“买谷子”用的是压
岁钱，家长不会干涉。

青少年买“谷子”，主要满足的是他
们的情绪价值和社交需求，前者可以带
来愉悦感和自我满足，后者则是维系同
学朋友之间关系的要素。“买谷子”属于
一种“二次元消费”，体现了对自己喜欢
的动漫、影视和文化概念的认同。通过这
种认同关系，他们获得了对自我价值的
认可，也在同学之间获得了某种谈资与
共同身份。对此，大人们其实不必过于敏
感，更不用担心这种行为会害了孩子，只
要保持适度而为即可。

据红星评论

当地警方不仅要对涉事民警严加查处，还应严格追究相关管理者的责任，并以此为契机，
及时采取措施改进整体管理水平。

全红婵大哥直播带货

踏实努力没什么不好

最近，跳水运动员全红婵再次登上
话题热搜榜单。据报道，全红婵在女子10
米跳台跳水决赛中，以425 . 60分的高分
卫冕奥运冠军，并打破了伏明霞的纪录，
以17岁零131天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最
年轻的“三金王”。与全红婵相关的人，也
因此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比如，全红婵的
大哥全进华成了三农主播，带货湛江本
地的特产水果，全红婵的母亲也时常入
镜，但这种全家人直播带货的现象，也引
发了部分网民的质疑。

从现实来看，想要直播间里有流量，
“名人效应”带来的光环是十分有效的助
力。只要带货手法合理，遵守相关法规，
产品质量过硬，名人亲友直播带货，并没
有什么不妥。而且，从报道来看，全进华
带货也不全是为了个人利益，帮助乡亲
卖货、脱贫同样是其直播的初衷之一。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全进华表示：“我们这
边种有很多水果，特别是菠萝，每隔几年
就会出现滞销。因为种得太多，行情波动
较大，没人来收的话，水果就烂在地里，
所以我想帮一下他们。虽然我还不是个

（流量）很大的博主，也不一定能卖出很
多东西，但有能力的话，我希望尽自己能
力帮家人、村里乃至湛江以及其他地方
的农产品销售。” 据中青评论

近些年的三亚，潜水已经成为一项热
门的体验活动，每到寒暑假和国庆节旺季，
大潜水公司一天能接待上千名“体验潜”游
客。但在日趋“内卷”的潜水行业中，服务质
量的下限被不断拉低，“规则缺失，就全凭
良心”。业内人士表示，“每个月都能碰到耳
膜穿孔的游客”。

潜水作为一项探险、趣味性的活动，近
年来越来越流行，深受游客的喜爱，也成为
一些滨海城市旅游项目的标配。但在行业高
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种种乱象，一句“规
则缺失，就全凭良心”道尽了其中的不堪。

此前三亚警方通报，有犯罪团伙以非
法手段强迫游客潜水拍照，就曾引发广泛
关注。这种非法牟利的极端行为，还只是潜
水乱象的冰山一角。

媒体调查就提到，有的潜店无证照经
营，潜水教练没有资质就随意上岗，交易过
程还存在着虚假宣传、未明码标价、强迫交
易等种种违法违规行为。一些潜水教练，为
了多接几单，会故意通过按头、呛水等手段，
让游客受不了赶紧出水，提前结束服务……

游客满怀期待体验潜水，结果变成了花

钱买罪受，在粗暴的服务指导下，甚至可能
造成耳膜穿孔。这类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
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涉嫌对游客
造成人身伤害，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提供潜水服务的商家和教练，之所以
冒着法律风险，用各种手段套路、欺诈游
客，无非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这背后的深层
次的问题在于，潜水市场快速发展，但行业
监管滞后，尤其是市场准入门槛过低，导致
从业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媒体报道就提到一个细节，为了抓住
商机，“有一些个人教练，只需要一块冲浪
板、一套装备就能招揽‘岸潜’生意”。类似“草
台班子”大量存在，游离在监管之外，它们在
招揽业务、提供服务时，自然不可能像那些
有证照、资质的商家一样，本本分分地守法、
诚信经营。在利益驱动下，他们很容易不择
手段，无视游客的安全与权益，肆意妄为，给
整个潜水市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潜水运动不同于普通的旅游项目，它
有一定的风险性，对设备、技术、环境等，都
有着极高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之前发布
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

法》，就明确提到，经营潜水活动的企业要
办理“高危证”，并且还要配备专业的技术
指导人员，对经营商家、从业人员的资质要
求，正是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以及市
场的健康发展。

所以，面对潜水行业“规则缺失，就全
凭良心”的混乱现状，仅仅呼吁从业者加强
自律，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
要加强监督执法力度，在畅通举报渠道的
同时，一旦发现违法违规，对涉事商家和人
员要严厉惩罚，提升违法代价，形成威慑效
应。另一方面，通过摸底全面掌握行业情
况，严格落实行业准入机制，坚决采取行
动，将那些缺乏合法证照及专业资质的商
家与从业人员清除出市场，净化行业环境。

这些提供潜水服务的商家，也应该意
识到，游客去外地旅游，花钱体验潜水，虽
然大概率是一种“一次性生意”，但这不意
味着可以随意欺诈宰客。现在是互联网时
代，口碑传播的力量不容小觑，不要以为可
以做到欺诈宰客不留痕。为了利益不择手
段，置游客的安全与权益于不顾，早晚会有

“翻车”的那一天。 据荔枝锐评

多位游客耳膜穿孔，潜水游不该如此鱼龙混杂

交警上班打游戏，别怪投诉者“小题大做”
一民警因上班打

游戏被停职。8月7日，
一则网传视频引发关
注。视频发布者投诉，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某民
警上班时间在办公室
用办公电脑打游戏。
当晚，礼泉警方发通

报称，初步查明情况属实，已对涉事民警何
某采取停止执行职务措施，并将按照相关
工作纪律要求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对礼泉警方而言，这么做是明智之举。
面对网络举报，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可以遏
制舆情发酵，避免事情闹大。

对涉事民警而言，被停职乃理所当然。
我国现行警察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对
违反纪律的人民警察，必要时可以对其采
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的措施。作为一名人

民警察，何某上班时间打游戏明显有违既
定工作纪律，严重损害了当地交警乃至整
个公安部门的形象与公信力，被停职纯属
咎由自取。

如果考虑到如下情形，停职恐怕已经
算是轻的了。

按照举报人的说法，涉事交警何某的
问题不只是上班时间在办公室用办公电脑
打游戏。按照相关规定，当地交警大队本该
八点半开始上班。可是，前往办事的网友一
直等到九点多，涉事交警何某才姗姗来迟。
来了就上网玩游戏，处理事情心不在焉、草
草了事，这怎么得了！

更严重的是，何某似乎根本不把迟
到和上班玩游戏当回事。面对前来办事
者，姗姗来迟的何某很“松弛”，不仅没有
为自己的迟到做任何解释，还当着办事
者的面打开办公电脑玩起了游戏，这也
太不把办事群众和既定工作纪律放在眼

里了。
舆论场上，绝大多数人支持投诉者，声

讨何某的行为。也有人同情何某，认为投诉
者是小题大做。这显然是错误的。

工作间隙，民警不是不可以以某种方
式“放松”一下。但是，像何某这样“放松”不
可以。本来就已经迟到了，还在到岗之后当
着办事群众的面用办公电脑打游戏，这就
太离谱了。

这更像是一种症候。如果一个单位的
员工可以像何某这样对待工作，那就说明，
这个单位的日常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这
种症候，人们已在不久前的辽宁丹东某区
市监人员集体脱岗用餐事件中有所“领
教”。

从这个角度看，当地警方不仅要对涉
事民警严加查处，还应严格追究相关管理
者的责任，并以此为契机，及时采取措施改
进整体管理水平。

葛来论

□评论员 王学钧

拿什么抵挡

“暑期档”骗局的诱惑

正逢暑期，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的
骗局也“上新”了。据报道，近来，一些诈
骗人员利用“蛋仔派对”游戏的吸引力，
在各种社交平台以“免费赠送皮肤、道
具”等名义诱骗未成年人，目的是骗取其
家长银行卡里的存款。一些家庭动辄被
骗数万元。

“暑期档”骗局不该成为孩子们成长
的烦恼，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打击诈骗
乱象，还需各方合力。对游戏平台特别是
以低龄群体为主要玩家的游戏来说，有
必要在诈骗高发期进一步做好风险提
示，让玩家对当下流行的诈骗套路有所
了解，提升防范意识。对此，游戏平台不
妨同警方加强合作，以制作典型案例动
画视频、将反诈宣传嵌入游戏机制等方
式，激发低龄玩家的关注兴趣，增强反诈
宣传的互动性和传播效果。对于这类锁
定未成年人的诈骗新动向，学校和家长
要做好反诈教育和监督，日常要多多关
注孩子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建立起彼此
互信的良性沟通模式。 据光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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