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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陆梓华）期末考试临近

尾声，2020年寒假将至。教育部昨日表示，截
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全国共有 718家校外

线上培训机构在全国校外线上培训管理服务
平台上提交了备案材料，目前已基本排查完

毕，存在问题机构将于今年 6月底前完成整
改。记者从上海各区获悉，寒假前夕，各区教

育局纷纷向全区中小学生家长发出通知，提

醒家长理性看待校外培训实际效用，慎重选
择培训机构，为孩子减轻过重学业负担，也避

免落入消费陷阱。
这两天，徐汇区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陆续向全区中小学生发放了
《校外培训机构风险告知书》，提醒家长自觉

抵制违法违规办学行为，树立正确教育观念，

理性看待参加校外培训的作用。遵循儿童青
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孩子的兴

趣爱好及适度休息的权利，结合学生实际情
况，不盲从、不攀比，尽可能给孩子们多一点

时间空间，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如果家长
和孩子确有教育培训需求，选择时请认真核

实培训机构办学资质 (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主动甄别、理性选择、谨防受骗。
黄浦区教育局提醒家长，如需要接受校

外培训的，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必须要做到
“四看”。如果家长在“四看”中发现了培训机构

存在的有关问题，请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及时

与培训机构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

行政部门取得联系。

一看证照齐全。要看有没有教育行政部
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者教学点

审批书（备案表），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
者《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的业务范围

中有没有“培训”内容。各文化教育培训机构
的办学许可信息，可以通过上海市民办教育

培训机构管理平台（http://px-mbjygl.edu.sh.cn/

ssearch.aspx）查询。
二看办学实际。要看办学许可期限是否

在有效期内，看颁证机关是不是办学点所在
区的教育行政部门，看办学实际是否和许可

内容一致。
三看场所环境。看消防安全疏散通道是

否畅通，看是否配备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看是

否有应急通道指示标志，看有关设施设备是
否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四看合同发票。在缴纳培训费用前，要与
培训机构依法书面签订培训合同，并对合同

中的培训项目与内容、师资安排、培训期限、
时间安排、收费周期与金额、退费标准与办

法、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

途径和方法等条款，逐项认真检查，尤其要注
意合同中是否存在“霸王条款”，每次收费周

期是否超过 3个月。在缴纳培训费用后，要索
取与培训机构名称一致的发票。合同与发票

应当自行妥善保存，以便在发生纠纷时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寒假前夕上海多区教育局发出告家长书

还假期给孩子 警惕培训陷阱

    本报讯 （记者 张钰芸）

进入“三九”时节，各类制热电
器使用高峰随之到来。今天上

午，上海家电行业“一台三会”
和 36家主要家电生产企业召

开动员会，发布两份“主力军”
名单，并提醒广大市民规避家

电维修“李鬼”。

为进一步扩大对本市家
电维修“正规军”的持续宣传，

通过 962512上海家电服务热
线、上海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上海交电家电商业行业协会、
上海电子产品维修服务行业

协会即“一台三会”的共同推
介，今天的会议上发布了两份

名录：一是 2020年品牌家电企
业售后维修服务热线及授权

维修服务网点名录；二是 2020

年正规家电维修企业名录。这

两份名录将在“上海发布”上
公布，并制成手册在社区发

放，提升市民的知晓度。
记者了解到，此次公布的本

市在售家电品牌的所有授权服务
企业名单，共涉及 36个品牌，702

家企业。向社会推荐的 476家正
规服务企业则都必须明示收费标

准，不得随意增加收取费用。
行业协会专家提醒广大消费者：发生电

器故障，应通过厂商服务热线或“962512”家
电服务热线报修；注意防范家电维修“李鬼”，

不轻信小卡片广告，不轻信网上未经官方认
证的信息，不随便找所谓的品牌授权服务网

点。同时，仔细核对上门服务人员的上门服务
证的信息，并做好记录，以备查询和追溯。

    本报讯（首席记者 连建明）中国银保监

会 1月 8日发布《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

于融资租赁公司存在的“空壳”“失联”问题，进
行清理规范。

作为与实体经济结合紧密的一种投融资
方式，融资租赁具有融资便利、期限灵活、财务

优化的特点。融资租赁公司通过直接租赁、转

租赁、回租赁等多种方式，在拓宽中小微企业
融资渠道、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

动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
2019年 6月末，融资租赁公司（不含金融租赁

公司）共 10900家，注册资本金合计 30699亿
元，资产总额合计 40676.54亿元。

近年来，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偏离
主业、无序发展、“空壳”“失联”等行业问题较为

突出，亟需建立健全审慎、统一的制度规范，夯
实强化监管、合规发展和规范管理的制度基础。

为规范融资租赁公司经营行为，统一业务

标准和监管规则，引导融资租赁行业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为引导融资租赁公司专注主业、回归本
源，加强对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约束，此次《办

法》中新增加了部分审慎监管指标内容。

据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显示，
在 10900家融资租赁公司中，处于营业状态的

仅有 2985家，约 72%的融资租赁公司处于空
壳、停业状态。为解决当前行业存在的“空壳”

“失联”企业较多等问题，指导地方金融监管部
门做好融资租赁公司清理规范工作，在《办法》

中设置不超过 2年达标过渡期，过渡期内原则
上暂停融资租赁公司的登记注册，并要求存量

融资租赁公司在 1年至 2年内达到《办法》规
定的有关监管要求。

银保监会出手整治融资租赁
设置不超过 2年达标过渡期，建立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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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师推荐几种平价冬季进补好选择

    本报讯（记者 许超声）国家统计局今

天上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 12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4.5%。

2019年全年，CPI比上年上涨 2.9%。至此，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定下的全年 CPI涨幅

控制在 3%左右预期目标完成。
从同比看，去年 12 月份 CPI 上涨

4.5%，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上

涨 17.4%，涨幅回落 1.7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3.43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97.0%，涨幅回落 13.2个百分点。牛肉、羊
肉、鸡肉、鸭肉和鸡蛋价格涨幅在 7.3%—

20.4%之间，均有不同程度回落。鲜菜价格
上涨 10.8%，涨幅有所扩大。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上涨 0.4%转为
持平。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1.8%转为

下降 0.4%，影响 CPI下降约 0.08个百分点。
食品中，随着生猪生产出现积极变化，中央

和地方储备猪肉陆续投放，进口量有所增

加，猪肉供给紧张状况进一步缓解，价格由
上月上涨 3.8%转为下降 5.6%，影响 CPI下

降约 0.27个百分点。
CPI 自去年 10 月突破 3%以来，11 月

份和 12月份已连续两个月处于“4时代”，

未来 CPI会如何走？对此，交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连平认为，随着稳定猪肉价格的各种

措施逐渐见效，生猪供需矛盾正在逐渐缓
解。虽然生产供应恢复正常至少要到 2020

年一季度以后，但除了猪肉价格上涨带来
CPI上涨压力之外，并不存在其他显著拉动

CPI上升的因素。“2020年 CPI翘尾因素将

呈前高后低的特征，上半年翘尾因素可能保
持在 3%以上，年初接近 4%的高水平，下半

年逐渐下降。因而 CPI上升将是阶段性现
象，预计近期 CPI仍将处于高位，今年一季

度之后可能明显回落。”连平说。

2019年12月CPI上午公布

■ 食品一店里，前来选购各种年货的市民络绎不绝，购销两旺年味浓 杨建正 摄

    冬季是各类滋补品的销售旺季。随着消

费理念日趋成熟，人们的消费也更趋向理性，
在注重健康品质的同时，也关注性价比。上海

市中医医院药剂科副主任王培珍表示，有不
少滋补品不仅效果不错，而且价格亲民，不失

为进补的好选择。

石斛
铁皮石斛位列中国九大仙草之首，历代

医家都曾用其入药治病，现代科学研究也证

明其所含有的石斛多糖等多种有效成分能增

强人体免疫力，对稳定血糖、降低血脂、促进

胃肠健康、缓解便秘、明目都有不错的功效。
目前市场上把鲜品称为石斛，干品则称为枫

斗，价格不一。铁皮枫斗价格昂贵，用来日常
泡茶对许多人来说有些“奢侈”，王培珍建议

可以选择鲜石斛来替代。鲜品石斛完好地保
留了石斛多糖及一些生物活性物质，可以用

来泡茶、煲汤、榨汁或者直接生吃。

芡实
芡实也叫鸡头米，被誉为“水中人参”，是

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和人参一样，具有健脾

祛湿、益肾固精、补益强身的作用，以及“补而
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多用于治疗脾虚

湿盛，久泻不愈者；肾虚遗精、老年尿频、妇人
带多腰酸亦可以用芡实进行调养。王培珍说，

芡实可以和山药、薏仁米一起煮粥，尤其适合
老年人食用。

桃胶
桃胶又名“美人泪”，是蔷薇科植物桃或

山桃等树皮中分泌出来的树脂，一般是桃树

在修剪或虫咬等外力损伤后，伤口处分泌的
半透明胶质。桃胶在古时多入药，从现代营养

学看来，桃胶含有半乳糖、鼠李糖、α-葡萄糖
醛酸等物质，可增强肠道作用，提高人体的新

陈代谢，比较适合秋冬季节食用。“女性食用

桃胶可起到以内养外的作用，使皮肤变得有
弹性、具光泽。”王培珍告诉记者，桃胶与皂角

米搭配，可制成美容甜品。

枸杞
有人说“有钱吃虫草，没钱吃枸杞”。枸杞

味甘，性平，入肝、肾经，有补肾益精、养肝明

目等功效。王培珍说，冬虫夏草是众所周知的
滋补佳品，可补肺肾之阴，而枸杞是补肝肾之

阴。平价且大众的枸杞有许多优点，可以泡茶
煲汤，也可以直接咀嚼服用。

王培珍强调，许多补品都是药食同源之

品，勿将它们的作用过于“神话”。无论是进补
还是治病，中医都讲究辨证，在不了解自己体

质的时候，不要随意进补，最好先咨询一下专
业的医师或药师。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