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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青年报》

去年年底，各大移动支付平台相继推出延
迟到账服务，近日，有读者反映，自己虽然选择
了延迟到账，但依然未能避免被骗。记者体验
发现，在一些支付平台，所谓延迟到账功能，并
不能实现撤销交易，受害人一旦被骗转账，钱
款最终仍会进入对方账户，只是延迟一段时间
而已。

【案例】
选择延迟到账依然被骗

前不久，在北京读大三的杨海（化名）想找
一份兼职工作。通过一个兼职群，他联系到了
一个工作机会。不过，对方称正式入职前需要
先缴纳100元的押金制作出入证。杨海说：“当
时我就有点儿怀疑，怕对方是骗子。看到网上
说设置延迟到账后，可以联系客服追回被骗的
钱，于是我就设置了延迟到账。”

杨海说，对方收到他的转账消息后，很快就
拉黑了他。起初，杨海并不太担心，因为按照他
的设置，对方要等到24小时后才能拿到这笔
钱，他相信有这么长的时间，自己一定能够追回
这100块钱。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追回转账远
比自己想象的要麻烦，“拨打微信客服一直无人
接听。我前后打了七八个电话，等了好几个小
时都没有客服来接听，转账根本无法撤回。”最
终这笔钱还是转到了骗子账户上。

【调查】
转账资金退回仅限对方操作

为了印证杨海的说法，记者分别在微信、支
付宝转账功能中设置了延迟2小时后到账，并
分别转账给他人。记者注意到，转账消息一经
发出就无法撤回。在对方未收款前，转账消息
仅显示“1天内朋友未确认，将退还给你”。一
旦对方确认收款，提示就变更为“你开启了延期
到账，资金将于2小时后存入对方账户”。此后
记者以朋友账号被盗，向平台客服人员进行了
投诉，但依然未能追回转账钱款。2小时后，对
方账户顺利接收到这笔转账。

根据微信帮助中心的信息显示，“转账支
付成功后不支持撤销。若好友24小时内未
确认收款或对方将资金退回，转账资金将原
路退回”。

【回应】
无法帮助撤销转账钱款

记者随后就此事咨询了各平台客服人
员。支付宝客服人员介绍说，即便是选择了
延迟到账，转账后依然不能取消撤回，“只要
上面显示的是已经支付的状态，我们是无法
取消的。如果是怀疑被骗的话我们可以帮您
转接到处理诈骗的专线，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为您解决问题”。

对于“如果已经证实对方是骗子了，延迟到
账功能是否可以冻结对方账户，把被骗的钱
撤销回来”的问题，支付宝客服回答称，目前
的延迟到账功能仅能延长到账时间，客服无
法进行取消撤回，延迟到账并不能起到防骗
的作用。

腾讯相关工作人员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
“目前微信转账不支持撤销，建议与收款方协
商处理”。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转账涉嫌诈骗，
还是建议用户走司法途径，报案寻求公安部门
介入。

中学生运动会纪录40年无人破

好日子为何养出弱孩子 “延迟到账”成摆设
钱款遭骗难追回
平台称：仅能延长到账时间，
无法撤销转账钱款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不能越养越
弱。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和运动技能的培育，整
合社会、学校、家庭力量参与，倡导家庭体育，让运
动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校体育工
作督导评估办法》，但记者梳理发现，不少省份的细
则至今仍未出台，多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将
学生的达标测评纳入学校的考核范围，适当提升体
育课比重，探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
地区实行问责。

刘和昌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展和行为塑

造的关键时期，可构建相关学科教学和教育活
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
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
模式，以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教育和运动技能
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
谦等建议，在继续加大力度助推中小学校向社会开
放体育场馆的同时，应鼓励体育部门、相关协会、社
区等广泛推广亲子、家庭体育运动项目，通过举办
家庭趣味田径赛、智慧体育进家庭等活动，让体育
运动在社区、家庭扎根。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
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系，“三张皮”没有缝成

“一件袄”，导致学校体育缺少社会体育的课外支
持，竞技体育在组织孩子们普及锻炼方面仍有提升
余地。

“体校如何与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形成权
责分明、管办关系合理的教学训练新机制；教育部
门如何推进学校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将项目文化
融入学校的文化和发展中；社会力量如何由‘被
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等，都是完善我国青
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必须破解的难题。”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某省会城市体育局负责人
表示，目前我国多地体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没有
形成成熟的人才共育体制机制，难以调动孩子运
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需要进一步扶持，以激发其活力。国家体育总
局青少司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各级各类青少年社
会体育组织有7000个左右，而在美国，仅体操一
项就有5000个左右。北方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
师刘和昌表示，由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
育组织是民办性质，由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建设，场
地却属于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下的学校，在场地使
用、经费支持等方面仍有待探索出激励性更强的
政策。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我们小
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打篮球都‘玩疯了’，现在
的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甚至为此找
老师、找学校。”宁夏银川市体育总会秘书长丁
晓晶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最直接，他们
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有时对孩子的选择是决
定性的。

女子800米纪录是1977年创造的、女子100
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年、男子 110米栏纪录为
1981年创造的……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
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当地的中学生运动
会纪录普遍“沉睡”多年，有的项目甚至40年无
人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过去学校运动会
的水平，而且成绩还在往下走。”提供数据的该学生
体育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破相对应的，是
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近日，广州

市教育局公布的2016学年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
测优秀率仅2.6%，不及格率达16.2%，高度近视率
为49.8%。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毛振明介绍，30
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跳、投掷等指标，我国学
生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校队越来越难，
孩子们个头高了、身体胖了，但耐力、爆发力等身体
素质不如以前。”陕西某高校体育教研部定向越野
项目指导教师说。

□据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
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
人达标、体育课长跑改短跑……记
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
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体
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但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
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现状
高了胖了，身体素质却在下降

1

追问“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建议 日子好了，不能养出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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