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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理财网
支持花呗交易的虚拟货币(花呗有虚拟物品类的限额)

——湖南总队引导官兵健康合理消费的新闻调查

■阳映焜 驻站记者 杨 韬

“小梁怎么像换了一个人？”前不久，回到老中队蹲点的湖南总队衡阳支队机关干部李陵发现上
等兵梁卓裕整天愁容满面，训练无精打采，完全没了刚下队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气神。

晚饭后，李陵找到梁卓裕散步谈心。绕着营区走了几圈后，梁卓裕才打开心扉，主动向李陵展示
了手机支付宝的“花呗”账单。

原来，今年春节期间，为了抽取某游戏中的一款稀有道具，梁卓裕不断向游戏充值，津贴花光后
便打起了从“花呗”借款的主意。然而，打游戏带来的快感很快消散，7000余元的欠款却成了梁
卓裕实打实的烦恼。

“借时只需动动手指，还时却愁上加愁。”这笔欠款，梁卓裕仅靠每月的津贴无法全部偿还，但
他又不想让家人知道，于是只得走上以贷养贷的道路。为了尽可能避免高额罚息，梁卓裕周旋于
各个网贷平台之间，耗费了大量精力。

这不是个例。这个总队在近期开展的涉网涉密集中教育整治排查中发现了100余例涉网贷情况，
有的官兵网贷是为了买房装修、支持家人经商，也有部分官兵网贷是为了充值游戏、打赏主播、
购买奢侈品，还有的官兵网贷是用于娱乐场所高消费、炒虚拟货币、网赌……其中，有62%的人
截至目前仍未还清欠款，总额近100万元。

“每笔网贷看似数额不大，但实际上是‘温水煮青蛙’，长期累积就可能成为安全隐患。”这个
总队党委在部署开展涉网涉密集中教育整治时，引导官兵深刻认识网贷的潜在危害，坚决瞄准一
笔笔看似不大的网贷账单，深挖其背后原因。

“网贷是不良欲望的‘放大器’。”永州支队祁阳中队指导员周靖谈起身边的案例：中队一名新
选取的警士觉得自己收入稳定、有偿还能力，把工资挥霍光了后还用网贷买了一部折叠屏手机，
甚至大言不惭“钱花了才是自己的，早买早享受”。

“网贷连着消费观，折射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株洲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陈望介绍，他
们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官兵觉得有钱就该及时行乐，有的官兵觉得一身名牌才能体现自身价值，
还有的官兵觉得在物质生活方面不能比别人差……在支队掌握的网贷情况中，超过半数都存在不
正当消费。

“不良网贷平台的虚假宣传是网贷频发多发的重要诱因。”总队保卫处干事何日峰介绍。他们在
排查中发现，官兵使用的24个网贷平台中，既有用低日利率替代高年利率进行障眼法宣传的，也
有打着“零利息”的幌子收取“砍头息”“担保费”等额外费用的，还有在广告中引诱用户购买
高风险金融服务产品的……虚假宣传使部分官兵产生“借钱容易”“还钱不难”的错觉，进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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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借贷消费，最终陷入网贷泥沼。

调研越深入，大家对网贷“双刃剑”属性的认识就越深刻。除了不正当消费，网贷也可以用于合
理正常的消费，如有的官兵使用网贷为子女缴纳医疗费用、用网贷帮配偶筹集创业资金、用网贷
筹备婚礼和装修新房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都有着明确的还款计划，有40%已经还清
欠款。

调研越深入，网贷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暴露越多。有的单位“一刀切”，禁止官兵使用任何形式的
网贷；有的单位管控上不得力，既没有讲清网贷的潜在危害，也不掌握官兵使用网贷的底数，导
致网贷在部队“野蛮生长”。

调研越深入，解题思路越明晰。“治理网贷难题，前提是辩证看待，关键是用法治思维依法施治
。”总队领导介绍，为了根除网贷带来的风险隐患，总队党委从官兵的偿还能力出发，区分网贷
用途精准施治。

“用好必需的”——总队为防止部分官兵因遇到突发事件、家庭变故而掉入网贷陷阱，与驻地
周边商店、官兵家人定期沟通联系，了解官兵日常消费情况以及心理状态。对于遭遇突发事件、
家庭变故的官兵及时给予经济帮助和心理疏导，协助切实有网贷需要的官兵筛选正规网贷平台，
合理规划分期还款计划。

前不久，长沙支队执勤二十一中队指导员汤文阳在定期与官兵家属沟通时，了解到警士小赵因家
中发生变故打算网贷7万元应急。汤文阳立即找小赵谈心，随后积极向上级申请困难补助并协助
他通过网络向银行贷款补齐4万元缺口，分20期还清。一段时间后，小赵家中情况逐渐好转，每
月2000余元的还款也没有对他构成太大压力。

“管好不必要的”——在梁卓裕讲清实情后，中队党支部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讲清了网络游戏
充值的虚拟性、诱导性，并联系他的父母协助他还清贷款。同时，还通过定期检查消费流水的方
式，帮他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如今，那个生龙活虎的“小牛犊”不仅回到了训练场，还积极参
与中队组织的“晒一晒”存款清单活动。3月底，梁卓裕被选为中队当月“勤俭标兵”。

“我们坚持教管结合，把引导官兵树立正确消费观、减少不必要的消费作为网贷管理的重要举措
突出出来。”该总队保卫处处长曹湘介绍，像梁卓裕这样因不良消费观而引发“网贷危机”的占
网贷者的近3成。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专门出台了“个人制订消费计划，‘三互’小组监督计划
实施，党支部审核网贷使用，家庭联管消费情况”的网贷管理机制，组织开展“少花钱，多存款
”活动，倡导官兵领取工资后“卡里存一点、家里寄一点、个人适当花一点”，养成量入为出的
消费习惯。

“严禁违规的”——郴州支队警士小廖网贷的8000元被“套路贷”滚到3万元、邵阳支队警士
小任贷款用于线下购买体育彩票共亏损4万余元，湘潭支队警士小许贷款为炒股增加“杠杆”亏
损近10万元……涉网涉密集中教育整治排查报告中，一条条违规贷款记录让总队党委触目惊心。

“违规网贷伤害官兵最深，必须坚决杜绝。”他们把检查官兵流水账单纳入“四不两直”检查、
当兵蹲点等活动的必做事项，并安排专人定期统计不合规的网贷平台，将名单在强军网上动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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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示，多管齐下防止官兵掉入网贷陷阱。同时他们划出红线，严禁网赌、炒股、炒虚拟货币、
借高利贷等6种行为。对于已经“中招”的官兵，总队通过采取强制措施、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
，帮助他们尽快脱离网贷泥沼。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网上”已成为青年官兵学习、生活、娱乐的常态。近年来，网贷由于
手续少、门槛低、零售化、到款快等优点，便利了部分官兵的生活，也带来了更隐蔽的风险隐患
——让官兵对自身消费能力产生错误认知，陷入过度消费、提前消费的泥沼。更有甚者，一些平
台专门针对军人提供所谓“军人贷”，其实质是敌特“做局下套”，伺机精准拉拢诱惑，实施危
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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