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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换手机流量套餐，花费十几
元办了一张“免流卡”，却发现每月流
量费用不降反升；被运营商电话告知
可以优惠升级手机套餐，却发现手机
账单里突然多了一笔新增费用……近
年来，随着移动通信事业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繁琐复杂且模糊难懂的
手机套餐办理方式逐渐涌现出来，让
广大消费者不堪其扰。

利用“话术陷阱”对手机套餐的
优惠幅度进行虚假包装或片面夸大，
却对附加条件以及适用情况语焉不详
甚至只字不提，之后设置重重关卡限
制手机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这些电信
业务的经营者就像破解了攫取利润的

“密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做着名
不副实的宣传，让消费者不断埋单。

公开透明，本是消费者对于电信
业务经营者的基本要求，而这有时却
成为了电信业务经营者在利益诱惑面
前随意突破的“虚线”。这种行为不仅

伤害广大消费者的善意，破坏电信消费
市场的正常秩序，还表明电信业务经营
者可能存在欺诈消费的行为，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面对如此“套路化”的运营，相关部
门也在频频亮剑打击。早在 2018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
范电信资费营销行为的通知》，明确规范
电信资费营销行为，引导基础电信企业
推出简洁资费套餐方案，做好资费“清单
式”公示。日前，工信部出台《关于开展
信息通信服务感知提升行动的通知》，再
次要求相关基础电信企业进一步全面梳
理在售套餐名称，及时提醒用户流量使
用情况，合理设置套餐外流量单价，让用
户“套餐能看懂、选择更明白、用着更放
心”。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电信业务经
营者如有欺诈收费行为，消费者有权请
求撤销，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损害赔
偿责任。诚然，有关部门在加强严厉监

管的同时，应对被监管的电信业务经
营者提出具体的整改要求，确保有一
个改一个、有一批改一批，对屡教不改
的，要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保证惩罚的不可避免性，让其痛到不
敢再犯。此外，还应重视对消费者的
提醒和指导，适时总结和公布一批典
型案例，揭露电信业务经营者在日常
推广中的常见套路，缩小消费者和经
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积
极作为，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提
高鉴别能力和辨别意识。

消费者是市场真正的“裁判”，任
何一个经营者不该也不能忽视消费者
的力量，那些被消费者摒弃的经营者，
最后只能消失于市场之中。经营者唯
有做到诚信、自律，让消费者在公平交
易的前提下自由选择，才能使其经营
项目广受欢迎、经久不衰。

稿件来源：《学习强国》

本报讯 通讯员白云峰报道：12
月 27 日，在奇台县雨磐雪谷滑雪场，
工作人员耐心指导游客掌握基本的滑
雪技术要领。

“我们投入了两台造雪机，每小时
造雪 140 立方米，已经连续造了 7 天
雪，希望尽量早点让游客体验到冰雪
运动的乐趣。”奇台县雨磐雪谷滑雪场
负责人潘晓娟说。

雨磐雪谷滑雪场已建成集卡丁车、
雪上碰碰车、雪上滚筒、雪圈等项目为
一体的多元化游乐区，初具规模的冰雪
旅游设施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入冬以来，奇台县开足马力发展
冬季冰雪旅游，依托江布拉克景区打
响冰雪观光、运动娱乐、美食餐饮招
牌，形成了冬游奇台的磁力效应。为
方便游客出行，奇台县开通江布拉克
景区直通车，在春节期间将实行景区
直通车免票优惠政策，打通冬季城市
与景区间的“最后一公里”，让景区离
游客更近了，也是助力北京冬奥会的
重要举措。

这个冬季，奇台县冰雪旅游热火
朝天。南湖欢乐谷滑雪场位于奇台县
城区以西5公里处，建有雪圈道、滑雪
道，还为游客提供了雪地摩托车、悠波
球等雪地娱乐项目，使游客能在这里
畅享雪上之乐。

第二次来奇台旅游的福建省游客
沈重说：“今年南湖欢乐谷滑雪场增加
了好多项目，比去年更加有趣，有滑雪
圈、双板、单板，还有滑梯、网红桥。”

奇台县南湖欢乐谷滑雪场负责人
孙海元介绍说：“今年冬季下雪比较晚，
我们通过人工造雪，使雪场面积达到
16000平方米，雪的厚度平均达到30厘
米以上，我们为广大游客准备了滑雪
板、单板、双板、雪圈、滑雪车、雪地摩托
车，欢迎广大游客来南湖欢乐谷旅游。”

奇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
局局长党雁莺说：“今年的冬季旅游，
我们确定江布拉克景区为龙头景区，
将开展走一段会呼吸的木栈道、雪情
纳福、祈福江布拉克等文旅活动；以南
湖欢乐谷、雨磐雪谷、靖宁主题公园3
个滑雪场为依托，开展冰雪欢乐颂、相
约金奇台的亲子冰上活动；以涨坝村、
腰站子村等乡村旅游示范村为依托，
开展年货节等一系列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享受冰雪运动
乐趣，助力北京冬奥会。”

本报讯 通讯员丁金芳报道：近
日，吉木萨尔县文化路社区开展暖冬
大走访活动，社区干部工作队干部一
起慰问了辖区困难群体、独居老人、低
保户家庭等，为他们送去了米面和食
用油等慰问品，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他
们带去关怀与温暖。

吉木萨尔县住建局、国网吉木萨
尔县供电公司驻吉木萨尔镇文化路社
区“访惠聚”工作队队长丁彦旭、副队
长马昌、社区党支部书记樊艳萍等冒
着凛冽的寒风，分别对辖区内的困难
群体、独居老人、低保户进行慰问。

干部们每到一户都送上慰问品，
耐心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求、所盼，并
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
况，以及生活上存在的困难，并鼓励他
们乐观生活，有困难及时向社区求助。

吉木萨尔县文化路社区

开展暖冬大走访活动

奇台县开展冰雪运动助

力北京冬奥会

手机套餐中的“话术陷阱”
不该成为用户之痛

王昱璇

——————言论——————

隆冬时节，一场大雪过后，天山北麓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不少地区室外温
度接近零下20℃。户外人烟稀少，但在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村村郊，
70多峰骆驼却丝毫不惧严寒，悠闲地在
栏圈里吃饲草。

“它们身上的驼绒厚着呢，不怕冷，
还有60多峰骆驼正在戈壁上找食吃。”骆
驼主人伊力亚斯·肯接巴依乐呵呵地看
着自家骆驼。明年夏天，骆驼身上的“保
暖大衣”修剪下来之后，一峰骆驼可以给
他带来约100元的收入。

而在当下，一峰产奶的母骆驼每天
可以让伊力亚斯增收60多元。在伊力亚
斯看来，骆驼“浑身是宝”。

59 岁的伊力亚斯是位塔塔尔族牧
民。大泉塔塔尔族乡是中国唯一的塔塔
尔民族乡，大泉湖村因其塔塔尔族民俗

特色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塔塔尔族、哈
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村民生
活在这个特色村庄。

大泉湖村以畜牧业为主，其中以牛
羊最多，村里不少塔塔尔族建筑风格的
民居外墙上都贴有公羊形象吉祥图案的
浮雕。伊力亚斯也曾养殖牛羊，2008 年
听说养骆驼前景好，他开始饲养骆驼，从
不到 10 峰发展到如今的 130 多峰，成为
村里最大的骆驼养殖户。

如今大泉湖村有3户人家饲养骆驼，
更多人还是饲养牛羊。在村里33岁的哈
萨克族小伙额布拉依木·坎加巴义看来，
传统牛羊养殖依旧发展前景广阔。

额布拉依木2015年大学毕业后返回
家乡，在县城上班3年后，选择回村创业，
从事牛羊育肥。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额布
拉依木对牛羊养殖并不陌生，在外求学

的经历让他能够用普通话洽谈业务。
额布拉依木今年累计育肥了5000多

头牛、1000多只羊，主要销往吉木萨尔县
和乌鲁木齐市。额布拉依木如今在筹划
开拓疆外市场，让其他地区的食客也能
品尝到新疆优质牛羊肉。“去年春节前我
和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小试牛刀，销
售火爆，新疆羊肉的市场很大。”

除了畜牧业，大泉湖村正在发展带
动性更强的产业。据大泉塔塔尔族乡党
委副书记古丽玛西·哈德尔汗介绍，新冠
肺炎疫情之前，村里民俗旅游已经卓有
成效，目前，乡里正在酝酿打造民俗风情
园，并对村庄整体外观进行改造升级，推
出以塔塔尔族民俗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
游。

“除了牛、羊、骆驼，文化也是特色乡
村发展的生产力。”古丽玛西说。

古村新貌
——奇台县大泉塔塔尔族乡冬日见闻

新华社记者 张钟凯 高晗 张啸诚

12月20日，奇台县
大泉塔塔尔族乡大泉湖
村，伊力亚斯·肯接巴依
将骆驼牵到一处棚圈喂
养。

大泉塔塔尔族乡是
中国唯一的塔塔尔民族
乡，大泉湖村因其塔塔
尔族民俗特色被评为中
国传统村落，塔塔尔族、
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
多个民族的村民生活在
这个特色村庄。
新华社记者高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