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督导员上岗垃圾分类督导员上岗

10月11日，东城街道望春社区里，垃圾分类督导员胡杨敏在指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今年2月，东城街道在望春社区开

展垃圾分类督导员试点工作，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 融媒记者 卢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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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给“黄牛”可乘之机

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即将于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8 日举行，一些与票务相

关的法律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1.什么是黄牛票，黄牛票所涉及的
法律问题是什么？

黄牛票是指“黄牛”在非满足自身

需求的情况下，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

获取的有价票证。“黄牛”以加价或变相

加价的方式出售这些有价票证，本质上

是一种恶意垄断、哄抬物价的非法行

为，损害他人的公平购买权，破坏市场

秩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伪造、倒卖有

价票证以及诈骗公私财物都被视为违

法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处罚。

黄牛票使消费者难以以合理价格

买到门票，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观赛权

益。同时，黄牛票的存在也破坏了赛事

的公平竞争环境，给组织者带来不必要

的困扰和压力。

为解决黄牛票问题，我国法律对“黄

牛”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和诈骗公私

财物的行为都将受到有期徒刑、拘役、罚

金等处罚。此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行为也将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为了避免成为黄牛票的受害者，消

费者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赛事门票。

组织者会在官方网站和指定的售票渠道

发布正式的门票信息，消费者可以通过

这些渠道购买合法、合理价格的门票。

黄 牛 票 的 定 义 和 违 法 性 是 明 确

的。只有通过加强对黄牛票的打击力

度，提高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才能有效

解决黄牛票问题，确保赛事顺利进行，

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黄牛票对赛事和消费者有哪些
影响？

黄牛票作为一种非法行为，会对赛

事和消费者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损害。

首先，黄牛票的存在扰乱了市场秩

序，打乱了正常的票务销售机制。由于

“黄牛”囤积大量门票并以高价出售，导

致消费者无法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门

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购买权。

其次，黄牛票的存在也给赛事组织

者带来了负面影响。黄牛票的存在，破

坏了赛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给组织者

带来了不良声誉和形象损害。同时，黄

牛票也可能导致一些消费者因无法负

担高昂的门票价格而放弃参与，进一步

减少了消费者的参与度。

此外，黄牛票还对赛事造成了损

害。由于黄牛票的存在，一部分票源被

囤积和高价倒卖，导致赛事组织者无法

获得合理的票务收入。这不仅影响了

赛事的财务状况，也减少了组织者在后

续活动和发展中的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黄牛票的存在对赛事以

及类似活动，比如演唱会、发布会等带

来严重的影响和损害。为保护消费者

的权益，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打击

黄牛票，规范票务市场，确保赛事的顺

利进行和观众的良好体验。

3.法律对倒卖黄牛票的行为有什
么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倒卖体育比

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的行为是

违法行为。“黄牛”将面临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的拘留，并可能被处以一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将面临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的拘留，并可能被处以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为了避免违法行为，大家在购买赛

事和演唱会门票等时，务必通过正规渠

道购票。只有通过正规渠道购票，才能

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该

积极宣传和普及正规购票渠道，提高人

们的法律意识，共同维护良好的票务市

场秩序。

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通讯员 夏瑞琦

14年帮扶722名困境儿童

“爱的抱抱”
公益项目入选
全国展示项目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日

前，由全国妇联组织部、社会联络中

心组织开展的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儿

童类全国展示项目及优秀案例评选

结果发布，市阳光爱心义工协会“爱

的抱抱”公益项目入选。

据悉，本次活动经全国各省级妇

联组织推荐、专家评审及项目公示，

最终推选出50个全国展示项目和10

个全国优秀案例。我省共有2个项目

入选，“爱的抱抱”系其中之一。

据悉，该项目已持续开展14年，

722 名困境儿童受益。项目帮扶对

象为 7 岁至 18 岁的困境儿童，按照

年龄层和需求进行分类分层，通过

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旨在让困境

儿童在得到物质帮扶的同时，获得

精神上的关爱，护佑他们健康成长。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莹璐） 日前，

一架无人机在杨溪水库上空来回盘旋，

操作员陈志平熟练地操纵遥控器，不时

放大回传画面，查看库区的每一个角

落。当无人机飞至库区2号洞附近水域

时，陈志平发现有市民在此处钓鱼，便立

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劝阻。这是杨溪水

库运用无人机设备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及周边环境开展巡查的工作日常。

据了解，杨溪水库属于饮用水水源

地一级保护区，水库集水面积 124 平方

千米，总库容 6453 万立方米。饮用水

安全是民生第一安全，为了保护好这口

“大水缸”，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健康

水，市水务局通过无人机低空遥感技

术、边缘AI识别技术和无人机远程喊话

技术，实现饮用水源保护区人为非法活

动，包括游泳、钓鱼、捕鱼、倾倒垃圾等

的实时监测与管理。

以前，水库巡查依靠人力，工作人员

巡检库区需要耗费大半天。如今，使用

无人机进行一天两巡，只需1小时，巡查

效率大大提升。此外，无人机巡查还不

受地形和自然条件限制，为保护青山绿

水布下了全方位的“防控天眼”。

据悉，除了杨溪水库以外，上黄水

库以及我市城乡主要河道的水域巡查

工作均已实现“无人化”，已上岗无人机

数量达10架。

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

该局将逐步扩大无人机巡查覆盖面，让

科技赋能水库治理。在加强饮用水源

地保护的同时，助力开展库区“三禁”巡

查、山林防火等工作，不断探索水库管

理新模式。

高科技加持布下“防控天眼”

无人机上岗助力水域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