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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杨柳郡G地块迎来了一
场“项目安全文明标化日式管理、质量通
病防治现场观摩会”，各单位相关领导一
起来到了现场，开展了观摩和检查。

宁波轨道交通宁兴置业有限公司领导
介绍杨柳郡将是一个大型复合综合性社
区，涵盖商业、办公、教育、住宅等多种业态
功能，是绿城从造产品转变到造生活后的
一个代表性作品，也是地铁上盖物业的一
次成功创新。这对项目工程上也提出格外
严格的要求，这不仅只是要完成这个项目，
更是要把这个项目做好，做成一个标杆。

随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领导也表示，这个项目对宁波轨道交通集
团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宁波轨道交
通集团与绿城集团的首次合作，就在上
周，宁波和轨道交通集团合作接连拿下东
部新城核心区和邱隘镇核心区两宗优质
地块。正是因为杨柳郡的成功，为后续项
目的合作开发积累了宝贵经验。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相关行
业领导从园区到住宅内部，一一参观，大
到施工质量，工程进度，小到管道走向、
施工人员仪容仪表，全方位而细致地考
察了施工现场。参观结束后，领导们还
和歌山建设的工程师们展开了工程交
流，对具体落实相关细节进行了探讨，并
对今日检查和观摩结果进行了反馈，鼓
舞杨柳郡未来要一如既往为业主造好房
子。这是市领导的殷切盼望，杨柳郡项
目团队一直在做的事，共同为每一位杨
柳郡业主筑造美好家园。 林倩倩

杨柳郡工地开放日 日式管理获好评

拷问网购安全：

“老骗术”犹在 新风险又来

个人信息被泄露、
恶意刷单、虚假交易
……人们熟知的网络欺
诈风险尚未清除，跨境
消费额度“被透支”、社
交电商“信任危机”、七
天无理由退货“难落
地”……新型网购风险
已进入公众视野。

双11前夕，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相关报
告，对电商领域存在的
信用风险做出预警。

10月31日，国家信息中心主
办的“信用中国”网站公布首批

“电子商务领域严重失信企业黑名
单”，共涉及 500 家企业。据了
解，这些企业主要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和工商吊销企业名单中筛选，
经营范围集中在电商领域。

公布失信“黑名单”，是防范
和打击网购欺诈的举措之一。国家
发改委今年1月发布《关于全面加
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
见》，明确将构建全链条电子商务
信用体系。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
洪宛说，将充分利用双11推动电
商领域诚信建设，包括开展电子
商务领域严重失信问题专项治
理；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双11期间
各主要电商平台相关承诺兑现情
况进行数据跟踪与测试分析，并
对外发布；委托信用服务机构在
产品质量、销售服务、价格、物

流等环节开展信用监测，完善电
商领域信用记录。

规范网购市场秩序，还需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正在召
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上，电子商务法草案第二次
提交审议。

业内人士建议，加强电子商务
领域监管，要突破地区局限和传统
管理方法，探索税收监管、质量监
管、打假监管与电商平台相结合的
方式方法；充分调动政府、企业、
社会各方面力量，构建共治格局。

筑牢网购安全大坝，电商企业
责无旁贷。去年 10 月，阿里巴
巴、京东等8家互联网企业成立

“反炒信”联盟，共享信用信息，
联手打击刷单炒信行为。截至目
前，已在“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五
批“炒信”黑名单，近期又有7家
互联网企业加入联盟。

据新华社

网购“新风险”需要警惕，一
些“老骗术”也仍在困扰着消费者。

商品促销假象。有的商家“先
抬价后打折”，有的在长期“特
卖”的老款上标注“热销”……各
种暗含“水分”的打折促销，在损
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极易引发对
电商的信任危机。

用户体验“代写”。一些商家
专门雇人假冒用户撰写消费体验，
不仅对消费者产生误导，也涉嫌消
费欺诈。

线上线下双重标准。个别商家

线上商品质量低于线下同款商品质
量。

售后服务难以兑现。一些家电
产品在保修期遇到质量问题要求退
换货时，商家要求消费者到线下指
定售后网点出具报告，而有些城市
并没有售后网点，消费者很难自行
检测，进行证据留存。

专家分析认为，政府部门针对
双11可能出现的各类信用风险提
前预警，能够推动社会各方采取防
范措施，建立完善电子商务信用风
险防范体系。

客服来电，微商卖货，新风险开始露头A

筑牢网购安全大坝，电商企业责无旁贷C

今年9月，江苏省江阴市民
董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淘宝客服
的陌生电话，声称她此前购买
的衣服有质量问题，承诺双重
赔偿。董女士扫描对方提供的
二维码，输入银行卡号等关键
信息，15900多元立即进了骗子
口袋。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属机构牵
头编制的《电子商务领域信用风
险“双十一”预警报告》，网购

“连环陷阱”已成为消费者面临
的新型风险之一。不法分子通过
购买个人信息，冒充电商、物
流、银行客服等人员实施“连
环”诈骗，令消费者防不胜防。
根据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的数据，今年7月至8月，上海
市接报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中超两
成为网络购物电话类，占比最高。

不仅是电话诈骗，随着网购
渗透率不断提升，一些新型网购
风险也开始露头：

跨境消费额度“被透支”。
有消费者在跨境购时发现，名下
多笔交易记录并非本人购买，也

未收到过相关商品，其身份信息
可能被冒用来扩大额度，赚取税
收优惠。

社交电商“信任危机”。朋
友圈购物、微商购物已成为网购
主渠道之一，其显著特点是熟人
消费。报告提醒，部分投机分子
以次充好，暴利定价，通过各级
微商和个人，将三无产品卖给消
费者，并有可能异化为传销活
动。

代购“证伪困局”。部分
“海淘”在卖出假冒商品时，声
称支持正品专柜验货。若顾客验
货后发现是假冒的，则要求出示
专柜出具的假货证明，才能获得
退货赔偿。但专卖店或专柜一般
不会出具相关证明。

七天无理由退货“难落
地”。今年3月《网络购买商品
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正式
施行。但一些电商在实际销售
中，针对不宜退货的具体商品没
有告知；一些电商限制消费者退
货方式，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
择权。

“老骗术”仍在，“亲”们不堪其扰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