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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常年（1991年-2020年）
平均入冬时间是12月5日，今年
入冬时间较往年略晚。10月2日
上海正式进入秋天，入秋时间虽较
往年早，但入秋后气温偏高，导致
今年的银杏黄也来得更晚一点。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西北
多地开始雪花飘飘，气温甚至降
至0℃以下。而伴随冷空气进一
步南下，13 日也将影响东部地
区，上海也将迎来进一步降温和
大风天气。

据悉，冷空气到来的时间和
降温幅度是影响银杏叶变色开始
的主要气象因素。一般冷空气越
早到来，最佳观赏期也会更早。
通常当气温为0~5℃时，银杏叶
片变色加速，但当气温低于0℃

时，叶片容易受冻掉落。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12日10时

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十天内，
上海平均气温在6~8℃，本周末将
出现最低气温，但总体以晴天为主。

“现在正是银杏枫叶的最佳
观赏期。”上海市气象局服务首席
邬锐博士表示，郊区温度偏低，树
叶变黄速度更快。相对而言，中
心城区气温偏高，变黄时间相对
较迟一些。而伴随冷空气的到
来，银杏叶将加速转黄的进程。
走访古树公园、静安区汶水路地
铁站，银杏树均已黄灿灿一片，不
少市民游客在此拍照打卡。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十天大多为
晴冷天气，总体气温不超过11℃，出
门赏叶仍要注意防寒保暖。

经媒体曝光后，12月 9日，
记者登录二手交易App输入“乐
游上海”“上海消费券”等关键
词，发现平台已经下架了相关产
品。但当记者将关键词更换为

“消费券”进行搜索，还是可以搜
到不少“乐游上海”消费券等相
关产品，其中还有部分卖家的IP
地址为非上海区域。

如何做到的？原来是“黄
牛”抢券时使用第三方软件进行
虚拟定位，以此突破地理位置的
约束，这一行为也违反了消费券
发行方对于只有定位在上海的

消费者才可抢券的规定。
记者随机询问了几名“黄牛”

消费券是否可以使用。有“黄牛”
告诉记者，虽然自己不在上海，但
是他仍然可以通过修改定位来帮
助消费者使用成功。在询问的过
程中记者逐渐弄清了购买和使用
消费券的流程：一般“黄牛”标注
的价格并非真实价格，消费者在
支付时需要将商家的收款码拍照
发给“黄牛”，先由“黄牛”替消费

者支付，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再给
“黄牛”付费。消费者最终需要支
付的价格为原价减消费券金额加

“黄牛”的服务费。
消费者小张分享了自己在二

手交易平台购买“乐影上海”消费
券的过程。小张起初也质疑过“黄
牛”，他问道：“商家规定每人最多
抢一张券，你是如何获取这么多
消费券？”对方表示自己认识很多
人，大家可以帮忙一起抢券。随

后小张将观影的场次、影院、座位
等信息发给“黄牛”，报价立马就
发了过来。原价45元的电影票减
去30元的消费券再加上“黄牛”收
取的4元服务费，总价一共是19
元，相比原价节省了26元。

“黄牛”让小张先拍下商品，
由他来修改价格，改好后再付
款。支付完成后不到一分钟，

“黄牛”就将兑换电影票的二维
码发了过来。随后，小张来到电
影院的柜台进行兑票、检票，整
个过程十分顺畅，和普通网购电
影票的兑换过程基本一致。

上海官宣入冬上海官宣入冬
恰是赏叶好时节恰是赏叶好时节

12日，上海再度回归多云天气，全市气温在6~
11℃。自12月8日起，上海已连续5日平均气温低
于10℃，正式开启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与此同时，
上海进入树叶的最佳观赏期。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中心城区：延安东路地铁站、汶水路地铁站、上海音乐厅、长宁黄金城道、上海植物园、静安雕

塑公园、长乐邨、局门路、共青森林公园、四平路银杏大道、慈云街、桂林公园等。

闵行区：银杏公园、体育公园、吴泾公园。

浦东新区：世纪公园、世博公园、陆家嘴中心绿地、惠南镇福泉寺。

松江区：佘山、辰山植物园。

嘉定区：古树公园。

上海消费券“黄牛”还在卖？律师：要拘留！
是什么能让周末的

“打工人”被闹钟叫醒？

可能很多人都会给出相

同的回答：秒杀上海消费

券。但事与愿违，10 点

刚到，消费券再次“秒

空”。然而，近来很多消

费者却发现，自己求之不

得的消费券，竟然出现在

了某二手交易平台中。

青年报实习生 张振宇
记者 郭颖

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初衷是
为了刺激消费。据市商务委统
计，前两轮“乐品上海”餐饮消费
券累计共发放超过603万张，资
金撬动比约为4.2。

但与大家的消费热情一同高
涨的还有抢券的难度，由于“黄牛”
的增多，不少网友开始质疑，本应
属于自己的消费券是否转移到“黄
牛”手里了？售卖消费券是否违
法？“黄牛”又会受到哪些处罚？记
者就此咨询了北京浩天（长沙）律
师事务所的邓忆敏律师。

邓忆敏指出：“对于少量倒
买、倒卖消费券的，可能涉嫌倒卖
有价票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
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从政府消费
券的领取环节看，如果行为人运
用非法手段控制消费券发放系统
实施领取行为，可能构成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提供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
序、工具等违法犯罪。”

事实上，上海警方对于“黄
牛”从来没有“手软”过。今年7
月以来，上海警方依托“砺剑”系

列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开展“黄
牛”违法犯罪专项打击整治，共
查处相关案件110余起，抓获涉
案人员220余人。

不过，对于“黄牛”倒卖票证
的行为，平台也具有监管义务。
上海正讼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李舒莹表示：“网络平台有责任监
控平台上的活动，确保不存在‘黄
牛’销售活动。若平台未能阻止
商家通过技术手段绕过规则，导
致不正当销售的发生，且未能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防范或处理，监
管部门可能会认定平台未履行监

管义务。如果平台未能及时发现
并处理违法交易行为，可能会被
处以较大金额的罚款，数额可能
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

采访中，两位律师均表示，
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初衷是为了
刺激消费，为了保证消费过程的
健康、有序，发放后的常态化监
管也显得十分重要。

对于如何建立常态化监管
机制，李舒莹认为，政府可以通
过收集消费券的发放、使用、是
否过期等数据来实时了解消费
券的流通和使用情况，并及时发
现潜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定期
对使用数据进行审查和效果评
估，以判断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记者留意到，向黄牛购买消
费券的消费者还不少。究其原
因，是因为消费券太难抢了，为
了抢到消费券，不少市民甚至牺
牲了周末的“懒觉时间”。

网友“你的福气还在后头
呢！”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
的抢券经历。生日临近，她计划
先抢一张消费券，随后再去自助
餐厅犒劳一下自己。为此她还
特意在周五和周六两天都定上
闹钟，提醒自己抢消费券。但事

与愿违，两天的抢券过程似乎都
不太顺利。当她把自己的抢券
经历发在社交媒体主页后，评论
区不少网友也表示自己也有着
类似的经历。

正是由于抢不到消费券，不
少消费者才开始选择在二手交
易平台购买消费券。

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发

现，除了一些倒卖消费券的“黄
牛”外，还有不少消费者在上面
发帖求购消费券。记者联系了
一名求购者，对方告诉记者，自
己也是因为没有抢到消费券所
以来二手交易平台求购的。虽
然要花一些费用，但也比原价结
算来得便宜。当记者问起“黄
牛”卖出的消费券定价时，对方

表示，一般都是由卖方定价，卖方
会根据消费券的面值来定价，价
格越便宜，优惠的金额也越少。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消费者
发帖吐槽“黄牛”胡乱定价的行
为。一位名为“第五季”的网友想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一张满
300元减90元的购物券，当他向商
家询问价格时，对方直接给出了
80元的定价，并且表示这是最新
的消费券。因此，如果消费者愿意
购买，相当于只节省了10元钱。

“黄牛”还在偷偷售卖上海消费券

消费者抢券太难只能买“二手券”

“黄牛”涉嫌倒卖有价票证可拘留

正在二手平台上售卖的消
费券。 网络截图

汶水路地铁站边上的银杏树。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