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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贷款业务是近几年金融科技
创新发展背景下的新兴业务。为把业务
延伸向传统金融渠道难以触达的客户群
体，部分金融机构以创新型思维与外部
机构开展合作贷款业务，应用科技支持，
使整个业务环节均在线上完成。但现今
随着业务的发展，互联网贷款投诉不断
增长，给消费者带来了困扰。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提醒您，在办理
互联网贷款业务时要选择正规机构和渠
道，同时关注互联网平台是否在醒目位
置充分披露贷款主体、贷款条件、实际年
利率、年化综合资金成本、还本付息安
排、逾期清收、咨询投诉渠道和违约责任

等基本信息。下面是对互联网贷款业务
的温馨提示：

一、理性消费，量入为出
要认真看清借贷产品内容，某些营

销过度宣扬的“借贷消费”“超前享受”
“借贷追星”行为不值得提倡，不值得效
仿。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要有正确评
估，杜绝不计后果盲目借贷、盲目消费行
为。过度借贷往往导致资金断流，最终
会使消费者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

二、合理使用借贷产品，切勿“以贷
养贷”“多头借贷”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消费者应了
解网络平台贷款、类信用卡透支及分期

等借贷产品，知悉借贷息费价格、期限、
还款方式等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的重要
信息，警惕一些机构和平台所谓“免息”

“零利息”的片面宣传。合理发挥借贷产
品作用，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
度依赖借贷消费，更不要“以贷养贷”“多
头借贷”。

三、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借贷
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

融服务，注意查验相关机构是否具备经
营资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侵害。对不
明的电话、链接、邮件推销行为保持警
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不在可疑网站
提供个人重要信息，增强个人信息保护

意识，防范诈骗风险和个人信息泄露风
险。

针对互联网贷款业务，宁波银保监
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理性消费观，
合理使用借贷产品，选择正规机构、正规
渠道获取金融服务。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孙挺 解非 郑波

互联网贷款，不应“贷”走理性消费观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
法学院公法研究所所长、副教
授卢剑峰认为，一枝黄花持久
蔓延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依
法治理的意识不到位，部门职
责不明确，有效机制尚未形成
应该是主要因素。

卢剑峰建议，首先，政府要
确立维护生物安全的法律意识，
将维护生物安全置于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高度来贯彻执行，同时
加强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生物
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促进全社
会生物安全意识的提升。

其次，明确政府责任，加强
部门执法。建议结合“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和部门职责分
工的要求，下沉执法力量到街
道乡镇，主动开展调查、监测、
预警、控制、评估、清除等工作。

再次，要形成科学治理长效
机制，组织科研院所力量，进行
关键技术研发和集成示范应用，
并深入总结我市治理一枝黄花
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社会化
治理，力争形成可复制、易推广
的综合治理技术模式和成果。

记者 王思勤 边城雨 文/摄

最近，素有“生态杀手”之称的外来入侵物种——加拿大一枝黄花（以下简称
“一枝黄花”）在宁波多地可见，引发了市民的担忧和关注。

一枝黄花防治问题已是老生常谈，为何难以彻底根治？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持续半个月的采访。

10月26日，有读者向宁波晚报反映，
说东钱湖田螺山被一枝黄花“占领”，原有
的本土植物快被“吃光”了！记者赶到现
场，看到山上到处都是一枝黄花，且有向
东钱湖边蔓延的趋势。

记者进一步采访发现，田螺山的情况
并非个例，一枝黄花在荒地、公路旁、农田
边、住宅四周等处都不鲜见，如若任由其
发展，将对我市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为此，宁波晚报·甬上APP连续数日

对一枝黄花泛滥的现象进行了跟踪报道，
也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响。单单晚报官
微的网友热议留言，就超过了200条，网
友们有的担心一枝黄花肆虐对生态的破
坏，有的表达对无法彻底清除一枝黄花的
无奈，还有不少人呼吁，要赶紧对一枝黄
花展开歼灭战。

11月 3日，本报发出全城线索征集
令，邀请市民拍下有一枝黄花的地点照片
上传到甬上APP，我们将向相关部门反映

并动员各种力量，督促清除这一“生态杀
手”。“地铁出口附近发现一枝黄花”“城郊
公路两侧有不少”“小区旁也有一枝黄
花”……一时间，线索汹涌而来，甬上后台
收到了近300条反馈，还有读者通过拨打
热线电话、在微信公号留言等形式反映。

在市民们的热切关注下，不少乡镇
（街道）、村（社区）都展开行动，根据线索
对一枝黄花进行清理，多地的志愿力量也
自发寻找并清除周边的一枝黄花。

仅靠临时清理，似乎不足以解决问
题。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绿化相关负
责人、高级花卉技师孙立军认为，要清除
一枝黄花，最好在萌芽期就遏制其生长，
但萌芽期的一枝黄花与其他植物相似，不
易辨认。在它开花结籽时，如果人工清除
不当，反而会造成扩散蔓延。要阻止一枝
黄花肆意生长，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每
年组织一到两次围剿。

那么，一枝黄花的防治到底归谁管？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处室负责人
表示，从全市情况看，一枝黄花对农业种植
区域没有影响，目前虽出现一枝黄花增多
的现象，但其生长区域主要在荒郊野外、拆
迁待建地块、无人管理区域，“近年来，各地
自行组织清理，接下来，我们会视情况发出
通知，督促各地各部门加大清理力度。”

市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水利部
门养护的是河道范围内区域，他们在巡查
中发现有一枝黄花就会立即清除，河道之

外是由属地管理的。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正全面开展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
统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明确需要加强
防控的目标和区域，筑牢“林、草、湿”外来
入侵物种管控防线。

有街道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近年
来，上级政府没有对一枝黄花的防治工作有
明文规定的工作目标，目前他们主要是对生
产区或影响市容市貌区域进行清理。

今年8月1日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办法》，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辖范围
进行了界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
法对本行政区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
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职责。农业农村
部门、林业草原部门、自然资源（海洋）部

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则分别对农田生态
系统、渔业水域等区域，森林、草原、湿地
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地等区域，近岸海
域、海岛等区域以及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
多样性影响进行监督管理。

虽有规定，但现实中由于缺乏统一协
调，存在监管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强的

情况。
事实上，宁波曾在2004年组织过对

一枝黄花的大规模清理。当时，宁波市
政府下发通知，要求组织力量采用人工
拔除与除草剂防治相结合的手段围剿一
枝黄花。那次清理行动，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

宁波多地频现一枝黄花 本报发出线索“征集令”1

一枝黄花防治归谁管？ 这些政府部门这么说2

防控落实缺乏统一协调 存在监管不到位情况3

■专家建议

加强部门执法
探索科学长效治理模式

如何让一枝黄花如何让一枝黄花
成“明日黄花”？
亟待政府部门加强执法
形成科学长效治理模式

宁波多地宁波多地
频现一枝黄花频现一枝黄花。。

相关部门对一枝黄花进行清理相关部门对一枝黄花进行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