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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庸兴

时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正是外出踏春的好时节，久居室
内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走进大
自然，欣赏美景，放松心情。这本
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但置身美丽
的大自然，一些人却表现出素质
上的反差，采摘鲜花、攀折树木、
乱丢垃圾，只为一时之快，肆意毁
青损绿，给大自然造成破坏，实在
大煞风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看到烂
漫春花、新发绿芽，上前闻一下花
香，看一下新叶，拍个照片，发个
朋友圈，与大家共同分享大自然
的美，此为一件乐事。但是公园、
绿地是公共场所，如果有人经意
折下一枝鲜花，其他游人就少看
了一分美景，如果每个人都“动眼
动口又动手”，那么公园岂不成了
采摘园、垃圾场。我们爱美、寻美，

更要护美，只有美丽的风景配以
美好的心灵和文明行为，再用笑
声扮亮春色，这样的游玩才会更
惬意。

“春风十里”再美,也美不过
文明赏花观景的行为。踏春是一
道 春 天 的 风 景 ，也 是 文 明 的 一
面 镜 子 。春 光 明 媚 之 时 外 出 踏
青赏绿，是亲近自然、愉悦身心
之举，当以保护环境、爱护自然
为前提，才能与自然和谐相融，
相 得 益 彰 。每 个 人 在 外 出 游 玩
时都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毁
坏花草树木，不乱丢垃圾，多一
些自律、少一些放纵，多一点文
明、少一点粗俗，做到文明出游，
文明踏春，爱绿护绿，切莫把踏
春变成了毁春，除了留下我们的
脚印外，更要留下我们的文明、
和谐和美德，这样既可以获得心
里的愉悦，也可以为大自然留下
最纯净的美感。

踏春赏花请带上文明踏春赏花请带上文明拒收现金，你遇到过吗？

你有多久没用过现金了？
“微信还是支付宝？”“你扫我还

是我扫你？”如今在生活中，这几句
话已经令消费者耳熟能详。当智能
化服务广泛应用，移动支付成为主
流，人们已习惯于“一机在手，走遍
天下”，许多人出门早已不带钱包，
甚 至 一 年 也 摸 不 到 一 次 现 金 ，传
统现金支付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少。
有些商家机构为了方便省事，甚至
会拒收现金。殊不知，这是一种违法
行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拒
收 人 民 币 现 金 处 罚 情 况 ，2021 年
全国共核实拒收现金行为 212 起，
以 去 年 第 四 季 度 为 例 ，人 民 银 行
依法对 32 家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
关 责 任 人 作 出 经 济 处 罚 ，处 罚 金
额 从 1000 元 至 10 万 元 人 民 币 不
等 。被 处 罚 的 单 位 包 括 水 电 、燃
气 、物 业 缴 费 等 公 共 服 务 机 构 以
及 停 车 场 、保 险 公 司 、连 锁 餐 饮 、
医疗机构等。

拒收现金的现象在我市是否存
在？百姓手中的钞票还能否花得出
去，且让记者一探究竟。

商 家

移动支付居多，但仍
支持现金交易

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是百姓生
活最基本的消费需求，交易过程是
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百姓
消费体验。

在市区苍园市场，一位老人正
在菜摊前挑选蔬菜，当她从零钱包
里掏出现金后，摊主林女士爽快地
接过现金并为她找零。记者看到，不
少摊位上都挂着微信和支付宝的收
款码，但摊位上依然放有装着现金
的盒子，林女士表示：“现在来买菜的
还是以扫码支付居多，但老人家一般都
用现金支付，所以我们都会备零钱，即
使找不开，也会和其他摊位换零钱。”

随后，记者还走访了市区多家
商场、超市、餐饮店、服装店、诊所等
经营场所，店员均表示可以使用现
金支付，经营“早龙”早餐车的王女
士听到记者询问后不禁笑道：“当然
可以用现金，有生意怎么会不做呢，
找不开也会想办法找。”

在出租车聚集的新华东路，记
者也询问了多位司机，均反馈手机
支付和现金支付皆可，“如果是通过
打车软件叫车，就只能在软件上支
付，在路边招手上车的话怎么支付
都行。”司机陈师傅说道。

在漳州市医院停车场，记者看
到，出口处设有两个通道，一处为无
人收费通道，另一处的岗亭内有值
守人员，当车主需要使用现金支付
停车费时，可通过此通道离院。

在 高 校 学 生 聚 集 的 大 学 路 一
带，记者走访了几家餐厅和饮料店，
一位奶茶店店员告诉记者，来消费
的大多是附近的学生，基本使用手
机支付，“有时下单后他们还想换饮
料，我用现金退钱，他们还不想收
呢。”刚返校的大二学生刘嘉祺表
示：“现在谁还用现金啊，拿来拿去
的，既不卫生也不方便。”

消 费 者

仍会遇到“无现金”“找
不开”等拒收理由

尽管大部分商家都称可以使用
现金支付，但在采访中，一些消费者
表示，日常消费中仍会遇到商家“无
现金”“找不开”等拒收理由。

“有时候我拿几个一毛的硬币，
他们就不收，说是‘太零了’，收了也
花不出去。”刚从菜市场出来的黄女
士告诉记者，她已年近八旬，从来都
没用过智能手机，只会用现金付款，
遇到不收零钱的情况，她也只能找别
人换一换钱，或是去别的摊位购买。

在此次曝光处罚的拒收现金名
单中，“便利蜂”榜上有名。记者走进
位于元光南路的“便利蜂”商店，店内
设有多台自助收银机，顾客可自行结
算普通商品，在熟食、鲜食货架前也
设有自助售货机，是一家智能化程度
较高的便利店。记者挑选了 20元左右
的商品后询问是否可以现金结账，店
员在些许犹豫后，表示可以使用现
金，但希望记者能支付正好的金额，
当记者表示只有 100元时，店员则表
示面额太大，没办法找零。

记者随后来到无人收费的体育
馆停车场，该停车场内设有多处扫
码缴费的指示牌，当记者采访车主
郭先生时，他回忆道：“有时手机网
络不是很好，扫码一直扫不过，我
一般会带点现金在身上备用，但是
这里都没人，只能一直重启手机找
信号。”

市民康女士认为，无人停车场、
无人超市等新业态为人们生活带来
了便利，但也给现金支付带来了一
定麻烦，对于全部交易、支付和服务

均在线上完成的，可以不收现金，但
对于在线下采用无人销售方式经营
的，应考虑到消费者在手机故障、网
络条件差、电量不足等情况下的现
金支付需求，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消
费者正常支付。

央 行

遇到拒收现金行为可
依法维权

也许有不少读者心存疑惑，移
动支付如此方便，为何还要保障现
金支付？

业内人士表示，移动支付虽便
捷高效，但也受电子系统、网络环
境、移动终端等方面限制，一旦发生
系统故障、电力中断以及自然灾害
等意外事件，相对于数字化的支付
手段，现金支付的重要作用便凸显
出来。并且，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和
脱网人士无法使用移动支付，在一些
相对偏远或贫困的地区，移动支付所
需的电子设备还未能实现全覆盖。因
此，对老年人、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等特
定群体而言，不受环境场景、手机终
端、电子设备等条件限制的现金支付
显得尤为重要。现金的意义不仅在于
其支付功能，更在于能够保障公众支
付权利公平，拒收现金，不仅是一种歧
视性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那么，如果在生活中遭遇拒收
现金，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大可理直
气壮地回怼，同时妥善保留相应证
据或线索，通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热线 12363 进行投诉举报，自有法律
法规为你撑腰。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0 年
第 18号）规定：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
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
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
收。公众享有自主选择支付方式的权
利，因现金支付受到排斥或歧视的，
应保留证据，并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
当地分支机构反映，依法维权。任何
单位和个人存在拒收现金或者采取
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等违法违
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会同当地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目前，央行已经明确政策标准，
针对场景复杂、主体繁多、公众对拒
收现金理解差异大等问题，制订发
布了人民币现金收付指引，完善了
违规处罚标准，对核实为拒收人民
币现金行为的，将依法处罚并予以
曝光，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人民币法定地位。

■本报记者 肖颖婧

记者近期走访调查发现，在刚刚
结束的春节期间，商品过度包装现
象 普 遍 。在 部 分 热 销 的 礼 盒 中 ，产
品并无太大变化，而外包装却越来
越庞大、奢华。采访中，记者碰到了
正在扔垃圾的北京市民杨女士，她
手里拿着一个快递箱和一个某品牌
的“大豆+核桃+黑芝麻”组合冲调

礼盒包装，还有 3 个玻璃罐。谈起包
装的问题，她气愤地告诉记者：“光
看产品外包装，感觉里面有 3 大罐
冲 调 粉 ，但 拆 开 层 层 包 装 后 才 发
现，礼盒内部包含 3 个玻璃罐，每个
玻璃罐内各装着一小袋冲调粉，看
着真让人无语。”

（2月25日《法治日报》）

近年来，随着网购业的兴起，“网
购一族”也应运而生，网购成了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每每随着快递
的到来，快递包装纸箱的处理问题也
随之而来。一些商家发货时为了保证
货品在运送途中的安全性，往往会给
商品多包几层，大盒套小盒，胶带缠
了一圈又一圈。而许多“网购一族”也
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快递包装纸箱留
在家中确实也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还
占用家中的场地。有人便把它当废纸
卖了，有人干脆一扔了之。

据统计，2021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已突破 1000 亿件。而据了解，快递包
装除了少部分使用编织袋和塑料袋
外，大部分是纸箱包装。就拿快递纸
箱来说，按平均每个纸箱重 0.1千克，
生产 1吨纸需要 20棵树来计算，一年
的快递包装纸箱就要消耗近 5000 万
棵树。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
跳”。可这些快递包装的材料几乎没
有被回收再利用，基本上是被当做废
品给扔了，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可见，
由快递纸箱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也
日渐凸显，治理快递过度包装已是刻
不容缓了。

但笔者以为，治理快递过度包装
不能“纸上谈兵”。近年来，有关治理
快递过度包装的文件、通知，包括各
种举措并不少见，但缘何年年“下文
件”“发通知”“推举措”，就是不见快
递包装“瘦身”，反而越来越过度呢？

笔者以为，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真正落
实到行动中。

因此，笔者以为，要让快递包装
“瘦身”，还需“有行动”。一方面，相
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快递业务包装行
业标准，规范使用绿色环保型的包
装材质，杜绝重复浪费和豪华装饰，
还要树立循环利用理念，对快递包
装产生的垃圾建立统一回收机制，
提高包装物品的使用效率。另一方
面，作为快递公司或卖家，在进行商
品包装时，应切实履行简包装的规
定和要求，并通过纸箱回收做到回
收再利用。

同时，对商家肆意的过度包装
行为要给予严惩机制，该约谈的要约
谈，该罚款的要罚款，该停业整顿的
要停业整顿，绝不能任其肆意过度包
装，致使快递包装“绿起来”总是成为
一句“纸上空令”。

眼下，已有不少快递公司或电商
推出了“纸 箱 回 收 ”“纸 箱 换 积 分 ”

“同城快递使用循环箱”等服务，这
就是很好的举措。笔者相信，只有让
快递绿色包装既“上纸面”，又见行
动，那么，快递过度包装顽疾才能得
到有效遏制。

治理快递过度包装不能治理快递过度包装不能““纸上谈兵纸上谈兵””

■杨玉龙

商场、餐饮店、游乐场、宾馆、
小超市……出于“安全考虑”“怕
出了事说不清”等原因，越来越多
的商家在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
对维护社会治安、预防解决纠纷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摄
像头安装不规范导致的侵犯隐私
权问题以及信息泄露风险等，也
引发了不少争论。

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自然有
其积极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肆意安装，对采集的信息可
以肆意而为。比如，根据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法律要求，在公共场所
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
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
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置显著
的提示标识，还要注意不得侵犯
和泄露他人隐私。

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不能无
边界。据了解，现阶段我国对于安
装摄像头还没有法律级别的具体

规定。不过，即便如此，从部门规
章及地方性法规文件上也有着相
关规定。针对涉摄像头破解教学、
漏洞风险利用、破解工具售卖，偷
拍设备改装，偷窥偷拍视频交易
等摄像头偷窥黑产相关违法有害
信息，网信、工信、市场监管等部
门要加强监管和执法，对存在不
法行为的要加大依法打击力度，
既净化市场，又维护好公众隐私
安全。

从经营主体来讲，应该增强
法律意识，应该恪守法律底线，通
过合法方式去处理和保存这些个
人信息。此外，个人也应该增强法
律维权意识。当前摄像头安装更
普及，数据搜集、个人身份识别更
便捷、智能，容易引发各类风险。
相关调研报告显示，有三成受访
者因为人脸信息泄露、滥用而遭
受隐私或财产损失。于此，对于无
处不在的摄像头有必要提防，对
侵害到自身合法权益的，更要积
极主动维权。

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不能无边经营场所安装摄像头不能无边界界

2月 26日下午，记者在九龙江上看到，几位打捞工人
正在打捞江上的垃圾。在此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呵护母亲
河九龙江，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民 声 焦 点民 声 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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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已成为“主流”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周末天气晴好，市民纷纷出门踏春赏花。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