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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啥只管诉说
晚报帮你奔波

24小时百姓热线

4940000

□记者 张静

本报讯 12月 11日上午，市民
王女士（化名）致电晚报热线，哭
诉她的儿子私自在网上借高利
贷，不到一年时间替儿子还款近
16万元，家人都快气疯了，呼吁社
会关注校园贷。

无助母亲哭诉：一笔笔钱
像割我的肉一样

王女士说，她的儿子小李（化
名）在我市一所大专上学。今年2
月份，一位陌生人的来电让她不
知所措。“对方在电话里说我儿子
借他们的钱不还，让我替孩子
还。”还款数额也让这位收入不高
的母亲吓得不轻。王女士说，她
第一次就还了 5 万元，在接下来
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又陆陆续续
替儿子还了十余万元。

“他爸在平煤上班，收入也不
高，我就是个看大门的，替他还的
这些钱都是借来的，这一笔笔钱
像割我的肉一样啊，还钱的时候
还要逾期费、手续费、人工费啥
的。”至于儿子借的钱都花到哪儿
了，王女士说自己并不清楚，只知
道钱儿子是从网上借的，还签有
贷款合同。

王女士告诉记者，直到现在
仍有钱没还上，“上周人家把他弄
走了一天一夜，我不管了，打死我

都不管。”另外，她希望社会及相
关部门能够关注校园贷问题，别
让更多的学生陷进去。

大学生三次陷入校园贷：
一年还款近16万元

随后，记者添加了小李的微
信，小李把网上借款的内容截图
发给记者：“学生 4万内（无忧借
条）成人 2万内（借贷宝）一直在
放款，周息15％—20%”。

小李说，类似这样的贷款信
息网上到处都是，学校里也有很
多，他已经三次陷入校园贷，线上
线下加起来共向十几家机构借过
款。“第一次是见到很多学生放款
很挣钱，我就从‘分期乐’贷了
3000元放款给别人，结果什么都
没收回来，我又没钱还款，只好借
钱还，这样滚进去好几万。”

对于第二次陷入贷款小李不
愿意多说。第三次，也就是去年
夏天，他在网上又借了 2000 元。

“当时在网上认识一个人，说可以
带我在网络上挣钱，让我进入一
个网络平台的工会，需要交2000
元会费，随后又让我交1000元‘工
会维护费’”。于是，小李就在网
络平台上又先后借了 3000 元。
不久这个所谓的“工会”就消失
了。而此时的小李因为没钱还之
前的借款，再次网上借钱。

“网络借款一般都是借2000

元需要打3000元的条，如果一周
后还不上就需要打 4200 元条。”
他说，为了还款只有再向其他平
台借款。

因为在网上办理贷款需要提
交手持身份证的照片、通信录、学
生学信网信息以及父母的详细信
息，如果还不上贷款，对方就会催
收，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跟父母联
系、网上公布个人信息、给通信录
里的好友群发内容不堪的信息
等。

除了网络贷款外，小李还进
行了线下借款并签有合同。11月
27日他向郑州的4家借款机构共
借款1.8万元，每家支付1000元押
金，一星期后也就是12月3日，需
要还款3.2万元，并且4000元押金
不再退还。由于一星期内无法还
款，12月7日，小李被强行从家带
走关在市区某宾馆一天一夜。12
月 10日，王女士将好不容易借来
的3万多元交给儿子还债。

小李告诉记者，仅今年不到
一年家里就替他还款近16万元，
现在仍有6000余元没还。

记者问他借钱是不是因为有
很大花销，他良久回复：“我自己
不花什么钱。我的两个堂兄都是
名牌大学毕业的学霸，逢年过节
家里人提起他们都很骄傲，我总
想着自己做点什么让他们也能高
看我，给我爸争光。我也外出打

过工，但一事无成。现在家都快
被我拆了，家里因为帮我还钱已
经欠了太多债，房子都快要卖
了。希望大家千万不要碰校园
贷，我已经意识到挣钱没有捷径，
打算好好学一门技术。”

多部门发文：禁止向在校
大学生发放贷款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人行市
中心支行了解网络贷款的相关法
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在中
国人民银行官网查询。

随后记者上网查询了解到，
今年9月6日，教育部明确“取缔
校园贷款业务，任何网络贷款机
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
款”。

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
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
知》（下称《通知》）。《通知》指
出，严格规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管理，暂停发放无特定场景依托、
无指定用途的网络小额贷款，逐
步压缩存量业务，限期完成整
改。应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借款人

“以贷养贷”、“多头借贷”等行
为。禁止发放“校园贷”和“首付
贷”。未依法取得经营放贷业务
资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经营
放贷业务。

我市一大学生深陷校园贷
不到一年欠款近16万元

无助母亲来到晚报哭诉 呼吁社会关注校园贷

□记者 李科学/文 彭程/图

本报讯 公交站牌为指引市民
乘车而设。不过，市民张先生近日
致电本报热线反映，他发现市区好
几处公交站牌上的线路图中箭头
指反了，容易误导乘车市民。

张先生家住市区诚朴路，近
日，他发现 32 路、10 路公交车沿
线部分站点中，站牌线路图中箭
头指示方向与公交车实际行驶方
向相反。“体矿路口、东安路都有
这样的情况。对于不熟悉附近路

况的市民或外地游客来说，容易
产生误解。”

记者近日就此进行了调查。
12月 11日下午，记者来到体育路
与矿工路交叉口路西的公交站，
车辆行驶方向自北向南。该处公
交站牌面向机动车道一面是空
白，另一面贴着32路公交车路线
图，标注下一站是“工人文化宫”，
但行驶方向箭头指示向北，刚好
与实际方向相反。在东安路“东
建路口”站，两侧公交站牌10路车
线路图上，指示方向、站名排列均

与实际行驶方向相反。
市区迎宾路上的“联盟路口”

站点，东侧站点处车辆自南向北
行驶，但28路与34路公交线路的
指示箭头均向南。而在该站路西
站牌处，线路图印刷则出现了错
误。站点标注顺序自北向南排
列，与车辆行驶方向一致，但指示
箭头方向却与其相反，指示向北。

对于方向相反的问题，张先
生说，应该是路线标志的贴法出
了问题。“公交站牌有两面。按现
在的线路印刷图来看，如果贴在

面向机动车道的一面，方向指示
与行驶方向是一致的。但它们现
在都贴在面向人行道的一面，方
向指示就反了。”

记者注意到，的确，不少公交
站牌线路图面对人行道，面对机
动车道的通常是广告。如果把线
路图贴到面对人行道的一面，就
与实际行驶方向一致了。

昨天上午，记者就此事致电
市公交总公司物建公司王经理，
他进行了记录，并表示立即派人
去查看并改正。

市区部分公交站牌方向箭头指反

来电照登
市民李女士昨日来电：市

区东安路90号院4号楼暖气费
已交，至今也没有供暖，不知是
什么原因。

市民李先生昨日来电：卫
东区东工人镇东湖花园小区院
内路灯不亮，居民出行不便。

热线回复
市区开源路平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大门口附近人行道上
有一缆线离地面不足1.6米，
影响通行。

市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
心601号：我们核实后处理。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家住市区南
环路西段康达彩虹小区的崔女
士反映，该小区自有业主入住
以来就一直没有通天然气，居
民每天做饭也只能用煤气罐或
电磁炉，很不方便。

崔女士表示，她入住康达
彩虹小区已经两年，但是小区
一直没有通天然气。“我家烧
水、做饭都只能用电磁炉，当初
装修时燃气灶都装了，可到现
在一次也没用上。”崔女士无奈
地说，业主曾多次向小区物业
反映此事，得到的答复都是“不
知道何时通气”。

昨天上午，记者拨打了康
达彩虹小区物业市启泰物业有
限公司的电话，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小区住户针对此事反
映过多次，他们也很着急，为此
公司领导已多次前往平顶山燃
气公司协调，争取尽快让大家
用上天然气。

随后，记者致电平顶山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服务热线，工
作人员表示会尽快将此事反映
给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让记
者等待答复。但截至记者发
稿时，仍未收到相关回复。

康达彩虹小区：

入住两年多
不通天然气

在 市 区
锦 绣 街 与 联
盟 路 交 叉 口
北侧，公交站
牌 上 标 注 的
公 交 车 行 驶
方 向 与 公 交
车 驶 来 的 方
向正好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