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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超市、菜市场采购的人们，出发前请牢记：装
备齐全，速战速决。

出门前应正确佩戴口罩，确认口罩的密闭性后
再动身。超市的环境相对密闭，戴口罩是防止飞沫
传播的较好防护措施。

做好手卫生，可使用便携式免洗手消毒液和消
毒湿巾。

尽量避免触摸公用物品，不要用手触碰脸部、
眼、口、鼻。触摸眼、口、鼻前要洗手，用肥皂或洗手
液，流动水冲洗20秒。

遵循咳嗽、打喷嚏礼仪，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
或纸巾遮掩，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垃圾箱
内。

选择正规、防控措施落实好的商超，如可以观察
超市是否实施通风换气、人员分流、健康监测，对超
市公共用品、设施和区域是否进行全面消毒等。

购物时，不要直接用手触碰食物表面，可以将购
物小袋套在手上来选购。购买肉类和海鲜等生冷食
物时，要与果蔬、熟食等食物分开包装。

尽量避开高峰时段，提前列出购物清单，直奔主
题，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在超市、菜市场停留的时间。

买菜购物时请与人保持1米以上距离，尽量不
要闲聊，更不能拉下口罩交谈、进食等。

九旬教授告知网，一审每
篇文章判赔2000余元

知网嫌贵上诉
法院驳回

下月将迎来94岁生日的周秀鸾，与丈夫赵
德馨同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周秀鸾
在赵德馨就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文章进
行维权之后，也选择了维权。

法院判决知网单篇文章赔偿周秀鸾2100元
到2400元不等。知网后就赔偿金额过高等问题
提出了上诉。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时驳
回了知网的上诉，并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周秀鸾作为第一作者的《驳“市场供应今不
如昔”论——读史读报箚记》（约1.1万字）、《汉代
的农业生产水平有多高——与宁可同志商榷》（约
7000字）、《关于布币的三个问题——读云梦出土
秦简〈金布律〉札记》（约8000字）等文章，分别发
表于1960年1期《政治与经济》、1979年第2期
《江汉论坛》和1980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

2021年1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周秀鸾与
知网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分别作出一
审判决：判决知网单篇文章赔偿周秀鸾2100元
到2400元不等；每起案件，知网另承担周秀鸾的
公证费29元和律师费1000元。

法院审理认为：知网侵害了周秀鸾对涉案作
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知网将涉案作品上传网络并允许网络用户下载
的行为不构成期刊转载法定许可；不同终端传播
的范围不同，所造成的损害和可以主张的赔偿范
围也不相同，周秀鸾分别进行公证取证，并分别
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一审法院对律师费及均摊后
的公证费等合理支出予以支持，依据充分，数额
适当。 澎湃

兼职“试衣员”轻松赚钱？
这类骗局务必警惕，有人被骗十几万

“免费收各种快递”“时间自由”“月入上万”……近日，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兼职“试
衣员”的广告，商家声称只需要拍几张买家秀，就可以轻松赚钱、月入过万。看上去很诱人
的赚钱门道，实则暗藏猫腻，究竟怎么回事？ 央广

外出采购需要注意啥?网购取货如何更放心?

国家卫健委采购防护小贴士来了

律师表示，若遭遇类似骗局，受害
人可以及时固定、收集相关证据材料，
例如银行流水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
向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

“如果有诈骗分子的银行账号，可
以请求公安机关尽快冻结。鉴于诈骗
分子利用某视频平台App发布广告，随
后实施诈骗，这些平台有必要加强管
理，发现异常情况要及时采取封号等措
施，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或报告。”

律师认为，根据《广告法》第五十
六条规定，违反《广告法》规定，发布虚
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的，应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
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如何加强监管？律师表示，平台
应加强对投放广告的审核。“对于存在
虚假可能的广告，禁止投放，同时开辟
广告投诉通道，对于收到投诉的虚假
广告，应立即停止投放，并进行相应审
查。”

今年4月，吴女士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了
一条关于“寄拍试衣”的广告，抱着“兼职赚点
钱”的想法，她点了进去，填写了自己的联系方
式。

隔了一天，就有自称是招聘“试衣员”的工
作人员联系了她。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兼职

“试衣员”很简单，不用露脸，拍一些衣服买家
秀就行；第一次申请试衣会比较慢，一般是4
到7天，这几天里，还可以“刷单”挣钱。

“就是在电商平台为一些店铺点关注，一
单有一两块钱的返利。如果成为正式会员，返
利就会高很多，但成为正式会员需要认购一些
任务。”

“认购任务”需要吴女士自己垫钱来进行
交易。工作人员承诺交易完成后，会返还本金
并且给一些回报，认购的价格从几百元到几万
元不等，认购价格越高，返利也就越多。交易
和接单还要下载一个专门的App。

吴女士说，“一开始，做了几单500元和
1000元的，返利都到账了。后来就凑了点钱，
想做个3万的，结果一直提示我说做错了，需
要补交3万元才能提现。”吴女士看群里其他

“兼职人员”都补交了款项，并且顺利拿到了返
利，便也按照要求补交了钱，结果不仅没有返
利，连本金也要不回来。此时，吴女士才意识
到自己被骗，随即选择了报警。

女子轻信“寄拍试衣”广告被骗数万元

与吴女士有类似遭遇的人并不
少。有受害者说，“刚开始做小单的
时候，导师一对一带我。后来做大
单，他把我拉到一个群里，说做错
了数据，让我们做一个补错数据
单才能提现。补错单分三个档
位，我选了最低档位，还找朋友
借钱，补了88680元。这时候
我账户里的金额大概16万元，
我想赶紧提现，却发现不能提

了。后来我才意识到被骗了，群里除了我，其
他人都是托。”

除了“寄拍试衣”期间推荐做“刷单”，他们
往往还会要求兼职者垫付衣物的费用或缴纳
会员费，声称累积到一定数额就可拿回本金且
有高额返现。

这两天，记者在某视频平台搜索“寄拍试
衣”时，页面已经出现反诈提醒，此前部分广告
账号也被平台封号。总台记者从多名受害人
处获悉，当地警方已对他们的报案立案侦查。

网络兼职套路多，“群里除了我全是托”

律师解读

遭遇类似骗局
如何应对

新华社电 疫情防控期间，买菜成为很多人的“心头事”。外出采购需要注意什么？网购取
货如何才能更放心？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疫情期间安心采购防护小贴士，一起来看。

外出采购防护好,速战速决别聚集

线上购物，要选择正规网店，避免购买不明来源的货
品。

收快递时，优选无接触方式，例如用智能快递接收箱。
取快递时，戴好口罩，最好佩戴一次性手套，避免用手

直接接触快递的外包装。
取完快递，可将外包装袋直接扔进垃圾箱，尽量不带

入室内，确要带入时可以采用消毒湿巾六面擦拭消毒或进
行喷雾消毒等。

拆除外包装后，一定要做好手卫生，包括用流动水洗
手或使用手消毒剂。

网购取货戴口罩，注意做好手卫生

合理的储存方式和储存时间有助于食材的新鲜和卫生。
储存粮食时，注意干燥、避光、低温和通风。
储存蔬果时可采用冷藏的方式，时间不宜过长。
动物肉类和水产品等可冷冻储存，不要反复冻融，以免增

加食品安全风险。
冷冻冰鲜食品需放在冰箱冷冻室保存时，要与熟食分层存

放。
烹调、食用冷冻冰鲜食品时，应做到烧熟、煮透。
剩菜剩饭放置过久会产生亚硝酸盐，尽量现做现吃。

食物储存要得当，冰箱不是保险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