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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的各种交通卡

近日，重庆市公安局轨道交通分局破获一起伪
造、倒卖有价票证案，捣毁一个伪造、倒卖有价票证
犯罪团伙，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该团伙涉嫌制作
伪造、倒卖伪造轨道交通卡、公共交通卡1400余
张，涉案金额90余万元。3月19日，重庆市九龙坡
区检察院决定以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对吴
某等人提起公诉。

去年8月，轨道分局接到重庆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报警，称其票卡系统近日接连出现异
常情况，如已列入黑名单的票卡频繁尝试刷卡进
站；或是票卡信息显示一名乘客刚刚在轨道观音桥
站刷卡进站，几分钟后同一张票卡又显示这名乘客
再次从远在25公里外的大学城站进站了……种种
异象都表明，市场上流通的票卡中很有可能出现了
假票卡。

同时，另一条线索引起了办案民警的重视：某
小区业主群内有人在群内发布售卖公交、轨道交通
内部“打折福利卡”的广告，称轨道交通200次卡只
需260元；600元公交卡只需380元等内容。而重
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城市通卡公司
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从未发行售卖过此类“打折福
利卡”。经梳理发现，去年5月至8月期间，全市有

多名乘客使用伪造的轨道交通卡、公交卡，给企业
造成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专案组民警通过缜密细致工作，逐步摸清团伙
架构，找到源头并将所有涉案人员全部抓获。经
查，该团伙由犯罪嫌疑人吴某通过网络购买大量
M1介质卡，通过写入旧卡的票务信息后伪造公交
票卡。吴某随即倒卖给程某、李某等人，他们利用
网络二手平台、微信群等线上平台售卖，从中牟取
利益。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伪造倒卖轨道交通票卡 这伙贼胆子真大 看2小时视频自学驾驶
这个盗车贼好“励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日前，一名外地男子因为身上钱花光，他趁司机
防范意识不够，盗得一辆面包车，通过观看短视频平台上的教学视频，仅用
两个小时就学会了基本的驾驶技巧，并成功将面包车开走，不过，他才开到
大学城附近就因为技术问题发生了擦刮事故，最终被交巡警查获。

“警官，我的车遭别人偷走了！”3月28日凌晨，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接
到李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停在路边的面包车被盗。前天21时许，李先生
将车停在了新桥加气站对面路边，由于计划晚点要搬建材下来装车，便没
有锁车，将车钥匙留在了车内。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了周边的路面监
控，很快便发现了端倪。监控画面中显示，3月27日22时许，一名身穿灰
色上衣的男子在车内逗留了两个小时后驾车离开。新桥派出所民警一边
视频追踪，一边将警情通报给分局指挥室协查丢失车辆。很快新桥派出
所接到反馈，丢失的面包车因交通肇事在大学城被交巡警查获。

经审讯，嫌疑人廖某交代，他从老家四川到重庆游玩花光钱后，便
产生了偷车回家的念头。由于不会开车，廖某便现场看短视频平台上
的驾驶教学，仅用两小时便“现学现用”，将车子开走了。不过，开到大
学城附近便与其他车辆发生了擦刮，警方赶到现场后将其拦下。目前，
廖某因偷开他人机动车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司机朋友，停放车辆时要确定车门已落锁后再离开，切
勿将车钥匙、现金及其他贵重财物随意放在车内，以免给不法分子可乘
之机。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年轻人出行又现新玩法
清明假期就买国庆出游的票

“囤旅游”到底香在哪儿
清明假期将至，你还在忙着

抢机票，订酒店、景点门票？喜
欢“囤旅游”的人，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囤好出游产品。而眼下，他们已经在
预订国庆假期的票了。所谓“囤旅游”，是
指消费者在不确定具体出行日期的情况
下，提前购买机票、酒店、景点门票等旅游
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未来的某个时间
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计划使用。

有平台发布的《2023年度“囤旅游”报
告》显示，2023年“囤旅游”的消费者规模
比2022年同期增长超过1倍，2023年“双
11”，囤度假旅游商品的95后和00后消费
者人数，比2022年同期增长超过3.3倍。

从“说走就走”到“囤旅游”，这届年
轻人偏爱的“囤旅游”香在哪儿？背后有
哪些“坑”值得注意？

开盲盒式捡火巴活很快乐
重庆市民小丹是个“囤旅游”达人。这个

清明假期，小丹和老公到海口旅游的机票，是
她在春节后就早早买好的。当时在某平台上
订了两张去海口的往返机票，算上机建、燃油
费，一个人往返不到1400元。

不仅是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小丹也很
早就囤了去泰国的机票。她告诉记者，由于每
年假期时间比较确定，出行也在节假日期间，
她一般会趁价格合适时提前入手旅游产品。
小丹表示，相比“说走就走”的旅行，她更喜欢
提前规划，这样做不仅相对省了钱，还让出游
更有计划。不过小丹也提到，囤票后可能遇到
航班推出促销活动、机票降价等情况。“比如这
次清明假期去海口的机票，目前整体价格就比
之前便宜，但对比自己购买的航班，还是春节
后入手更划算，单人往返便宜了近百元。”

00后的文言则喜欢通过购买“盲
盒”来“囤旅游”。去年4月，他就在某平
台上抢到重庆至厦门的单程机票，“加
上机建、燃油费，总共才198元，性价
比很高。”在文言看来，一方面“盲盒”
机票价格相对便宜，另一方面开

“盲盒”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一种
体验，且不少“盲盒”只要没兑换，
都可全额退。

“囤旅游”体验并非全
是美好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网友
们不仅爱“囤机票”，还会“囤酒店”

“囤游乐项目”。不过，囤票爱好者

们的“囤旅游”体验也不全是美好的。
走过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庆旅行达人

伶伶告诉记者，如果航司搞活动，她会提前预订
机票，像亚航、卡航、宿务航空等都会推出折扣
季，甚至亚航还有0元机票，乘客只需付税费，

“不过这些美中不足的是预订后不能改时间。”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表示，国

际机票的票价由裸票价和税费构成，一些航空
公司大促打出的0元或个位数价格机票是指
裸票价格，并不含税费。这类机票多在航班换
季或淡季的时候出现，机票的出行时间通常在
本月内，或者半年以上的周期，低价确实可吸引
用户下单，但其退改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消费
者应认真了解后再购买。此外，在社交媒体上，
一些“囤旅游”爱好者也分享了提前买酒店套餐
无法兑换的遭遇：“购买了特惠酒店，结果做活
动的只有一间房，根本预约不上。”“有些机票、
酒店券限制很严格，在假日根本不能用。”

来自北京的一名网友就分享了自己
“囤酒店”的“踩雷”经历，从去年
开始，她就在旅行平台上趁大
促囤酒店套餐，到了指定的
预约时段去预订，却三番
五次都没预订成功。
询问客服才发现，原
来此类活动套餐，酒
店只会给出一两间
房，僧多粥少，自然
就抢不到了。“再也
不提前‘囤酒店’了，
都是流量陷阱，浪费
时间浪费额度。”该网
友说。

“‘囤旅游’作为一种预付消费形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现代
消费者的需求。”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李然说，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许多人追求生活品质的重要方式。“囤
旅游”允许消费者提前支付旅游费用，锁定未来的旅游计划，享受到一
定的价格优惠，同时避免了旅游旺季时的高价和抢票难题。这种预付
消费模式为消费者带来了便利，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然而，现实中“囤旅游”预售类产品也存有一些通病。比如，可选的
兑换日期有限，周末、节假日需要加价兑换；部分权益被限制，不能叠加
会员积分、使用时被区别对待；消费者看重的“不消费随时退”条款暗含
猫腻，“随心买”之后不能“随心退”……对于“囤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
李然建议加强对“囤旅游”市场的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商家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建立“囤旅游”市场的信用体
系，对商家进行信用评级和公示，为消费者提供参考。对失信商家进行
惩罚和曝光，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此外，“囤旅游”还需让消费者囤得放心。旅游企
业应紧跟市场变化，完善预售旅游产品价格、服
务、履约等制度，充分发挥在线旅游优势，
提升供需双方匹配度，提供优质产品，
以更优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消费者
的出游意愿，实现旅游消费者和商
家双赢。

专家说法 “囤旅游”要让消费者囤得放心

“囤旅游”如何避免踩坑
1.仔细阅读合同和条款：在下单前，消费者应仔

细阅读合同和条款，了解产品的详细信息、退换政策、使
用限制等。确保自己对产品有充分的了解，避免产生误解

或纠纷。
2.选择信誉好的商家：在选择“囤旅游”产品时，消费者应

优先考虑信誉好、口碑佳的商家。比如选择知名旅游平台自
营产品或去酒店、航司旗舰店等更有售后保障的商家囤货，一
般可支持“未使用全额退款”。

3.不要盲目追求低价：虽然价格优惠是“囤旅游”的一
大吸引力，但消费者不应盲目追求低价。要综合考虑产
品的性价比、服务质量等因素，做出明智的选择。

4.保留好相关证据：下单后，消费者应保留好
订单信息、支付凭证等相关证据。在出现问题

时，这些证据将有助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新重庆-华龙网记者刘艳曾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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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伶分享出游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