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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刊登热线：025-84783581、13675161757
地址：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1806室

遗遗 失失
遗失 青年广场1091号保证金收据，
编号：2169180；装修保证金收据，编
号：0135892，声明作废。
遗失 刘世乾军官证，证号：（军）
9157928，声明作废。

公公 告告
南京夸克汇创业服务中心拟注销公
告 南京夸克汇创业服务中心经第三
届第一次理事会决议，拟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联系焦女士，13601432010。

南京零距离相亲俱乐部
成立三十多年，成功率高！

张萍老师：18205082038，山西路建伟

大厦2403室 /夫子庙状元境19号。

征婚交友征婚交友
广告热线：025-84783581

共享单车长出“牛皮癣”，怎么治？

租房、代开发票、代
提公积金……曾经“长”
在电线杆、公交站牌上的
非法小广告，如今盯上了
共享单车。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
些城市，不少共享单车的
车身、车座或车筐里被粘
贴或喷涂小广告，既影响
扫码骑行、市容环境，也
潜藏违法犯罪风险。

共享单车上“长”出各
类小广告

近期，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
不少共享单车上出现小广告的身
影。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地铁站
外，约200辆共享单车中超过一半
被贴上小广告，有的车身上新、旧
广告叠在一起；在安徽合肥一处商
业中心街头，几乎每辆共享单车上
都有小广告，有的甚至连车轮挡泥
板上都被喷涂上“扫码领红包”字
样。

记者看到，有的小广告是贴纸
形式，被粘在共享单车的车筐、车
把和车座上；有的是被喷涂在上述
位置；还有的二维码小广告，就在
车辆骑行码旁边，甚至盖住了部分
骑行码。“一扫就扫到小广告上去
了，挺烦的。”采访中，记者不时听
到骑行人抱怨。

这些小广告有的是房屋出租、
教育培训等商业推广，也有涉及

“黑灰”地带，包括色情服务、赌博
网站、代开发票、公积金提取等。

据了解，共享单车上的部分小
广告已成为违法犯罪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北京朝阳警方近期打掉
的一个虚开发票犯罪团伙，就是利
用共享单车小广告招揽“客户”；警
方起获的电子版增值税普通发票
200余张，面值总额达100余万元。

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介绍，去
年全年共整治非法小广告问题点位
1.3万个，立案查处非法散发、张贴
小广告违法行为1.6万起，收缴非法
小广告15.3万张，向公安部门移送
违法犯罪小广告线索60余批次。

前脚清理后脚贴
记者了解到，多家共享单车运

营企业已组建运维团队进行小广

告清理。据行业部门统计，2024年
北京市骑行全行业共清理小广告
900余万张。

有运营企业负责人表示，小广
告的张贴方式花样频出，加大了清
理成本。“现在有拿强力胶粘贴的，
也有用印章涂印在车座上或通过
喷漆喷印在车身不同位置的。”

该负责人说，脱胶剂铲除、湿
纸巾擦除等手段不一定能清理干
净，要视小广告的覆盖面积和数
量，将车辆返仓清洗或更换。“但前
脚清完后脚贴，总清总有。”多名运
营企业工作人员坦言，小广告经常
性“死灰复燃”，张贴速度远超清理
速度。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清理难，
现阶段对张贴小广告等行为还存
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难等情况。

安徽省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说，小广告张贴者经常往
返于不同区域，流动性较大，有的
随身携带便携式蓝牙打印机、磁吸
广告贴等工具，即停即贴。

记者梳理发现，多地查处的案
例中，张贴者在深夜行动，趁四下
无人时快速张贴，有的还骑电动自
行车“作案”，警惕性高，发现有人
靠近便快速开溜。

据了解，负责张贴小广告的人
员中，有些是受雇于人，想要“赚点
外快”；有些是相关犯罪团伙的老
乡、熟人。他们每贴一张挣几毛
钱，按散发量计件牟利。北京通州
警方去年破获一起散发小广告案
件，嫌疑人供述，每天张贴小广告
1000张左右，收入450元。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图
文公司在承接印刷小广告业务的
同时，也会帮忙找人张贴，甚至会
找老弱、肢体残障人士等。

综合施策治理顽瘴痼疾
共享单车小广告点多面广，多

地城管执法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加
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方式，对张
贴小广告的企业、个人依法处罚，
形成震慑，提高张贴小广告的违法
成本。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共
享单车小广告的治理涉及方方面
面，建议构建公安、城管、交通、市
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健
全政府管理部门与共享单车企业
的沟通合作，形成合力，全链条打
击张贴小广告等行为。

“比如当小广告涉及诈骗、涉
黄等违法内容，就不能停留在城管
执法部门‘批评教育’的程度，公安
部门必须及时介入，严肃查处相关
问题。”陈音江说。

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企业
正在探索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减少小广告的张贴。

北京市利用视频探头进行非
现场监管。蚌埠市搭建了共享单
车智慧化监管平台，将4家运营企
业的 1.9 万余辆共享电单车和 1.4
万余辆共享单车全部接入，对车辆
投放、停放、运维全方位实时监控。

多家共享单车企业已形成小
广告日常清理机制，由配备专业清
洁设备的工作人员日常巡查；在共
享单车上推广防粘贴材料，以减少
小广告的附着，比如对车筐采用镂
空设计、增加塑料网格，在车身采
用防贴涂层等。

为保障用户骑行体验，滴滴青
桔等共享单车企业还采用分体锁
和二维码保护装置等，防止广告覆
盖关键部件。

受访人士建议，加强公众宣传
教育，通过奖励举报、清理小广告
等方式，引导全民参与监督、治
理。“比如在运营平台增加举报功
能，号召市民拍照举报，举办‘随手
清’活动等。” 据新华社

曾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
罗彩霞已从记者转行做律师

现代快报讯（记者 宋体佳）罗
彩霞被人冒名上大学一事曾轰动
全国，这件事被曝光后，违法者受
到了应有的惩治。此后，罗彩霞进
入媒体行业，做了记者。近日有消
息称，罗彩霞又转行做了律师。4
月 18日，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罗
彩霞本人，她证实了自己职业的变
化，她在通过司法考试后，已在律
所实习一年，目前已获得执业许
可，正式入职福建一家律所。

据公开报道，罗彩霞是湖南省
邵阳市邵东县灵官殿镇人，2004
年高考后，其同学冒用她的身份被
贵州师范大学录取，而罗彩霞本人
则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入天津师范
大学。2008年到2009年间，罗彩
霞因在申请教师资格证、办理银行
业务等事项时均被告知存在问题，
进而揭开被冒名顶替的秘密。

此后，相关责任人受到法律的
制裁。罗彩霞也于2010年下半年

入职成都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
2012 年 2月，罗彩霞离开成都电
视台，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档经济栏
目的记者。

4月18日，罗彩霞告诉现代快
报记者，央视之后，她还曾到一家
新媒体企业工作过，2023年，她顺
利通过司法考试。此后，历经一年
的实习期，她于近期拿到律师执业
证。面对新工作，罗彩霞坦言，当
初如果没被人顶替上大学，她会顺
利办下教师资格证，然后就会成为
一名教师，不会进入媒体行业做记
者，也不会再从记者转行做律师。

“做律师虽然
只 是 一 念 之
间的事情，但
之 间 也 有 关
联，如果当初
没做记者，可
能 今 天 也 不
会做律师。”

诬告同事当间谍，机关人员被处分
2025 年 4月 18日，国家安全

部微信公众号公布一起诬告案例，
某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举报同事当
间谍，却被证明是捏造事实构陷，
最后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级等处
分。

国家安全部介绍，2023年 12
月，12339网络举报平台收到了一
条内容详尽细节充实的举报线索。

举报人严某自称是某境外咨
询公司员工，举报某省直机关工作
人员张某违规接受境外有偿咨询
并提供情报。严某不仅提供了张
某具体的个人信息和境外经历，还
详尽描述了张某通过中间人秘密
出卖情报收取间谍经费，大搞钱情
交易的种种细节。

国家安全部表示，该境外咨询
机构前期已被国家安全机关纳入
工作视线，举报对象又涉及省直机
关公职人员，这一线索立即引起了
国家安全机关的高度重视。初步
核查发现，张某确系某省直机
关涉密工作人员，其个人经历
也与举报线索部分相符。但随
着调查的深入，办案干警发现，
张某从未与该境外咨询公司有
过任何联系，更不存在接受不
明经费的情况。经过严密的调
查和反复论证，国家安全机关
最终排除了张某的间谍嫌疑。

那严某的举报线索究竟从

何而来？据介绍，原来，严某并不
是什么咨询公司的员工，他和张某
同是这家省直机关的工作人员。
严某因个人恩怨，一直对张某怀恨
在心。某天，严某偶然看到一则重
点单位人员接受境外有偿咨询泄
密被处理的案例，便产生了移花接
木陷害张某的想法，捏造了一起虚
假的举报。

办案干警表示，严某的行为系
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
害他人，严重干扰了国家安全机关
工作。根据《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奖励办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
陷害他人的，依法予以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终，
严某依规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政
务撤职处分，降职降级并调离原岗
位”的处理。

据界面新闻

共享单车车座上面印有大量小广告 新华社记者 田晨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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