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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王灵婧
文/图） 近日，被网友称为

“防涝抗台风天花板”的“筷
子豪情”闭店装修一事，在
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28日
上午，有一则“筷子豪情已
经变成小雍火锅”的消息在
网上流传。消息一出，网友
炸锅了，“换名就没内味儿
了”“筷子难道不能吃火锅
吗？干吗改名字啊”……

网传消息内还附有两
张门店被围挡的图片，围挡

上标有“小雍火锅”等字样。
28日下午，记者来到福

州鼓楼区五四路上的餐厅
所在地，看到现场并未有遮
挡，几名工人正在将散落在
店外的木材废料搬至转运
车上。还有一名工人正用
小型挖机破除墙体上的水
泥块。现场一名工人告诉
记者，目前餐厅内部已经基
本拆除完毕，“据我们所知
这家餐厅只是重新装修，有
没有改名字我们不了解”。

据“筷子豪情”一位工
作人员透露，门店大概于 12
月中旬装修完毕，餐厅老板
没有更换。“之前只做午餐
和晚餐，重新营业后大概是
有加做宵夜。”对于网传门
店或将改名，工作人员称，
暂不方便告知。

“筷子豪情”的成名与
防抗 台 风 有 关 。 2015 年

“苏迪罗”台风袭击福州，
由于防涝准备不充分，餐
厅内水漫至餐厅广告牌，

损失惨重。此后，每遇台
风或暴雨来临之际，“筷子
豪情”就会提前两天开始
构筑防涝堤，因此，这家餐
厅被网友戏称为福州的

“防涝抗台风天花板”。
据了解，本次餐厅装

修升级除了对餐厅内部进
行升级改造外，还将进一
步加强防涝措施，对易漏
水区域进行升级。具体升
级内容，工作人员表示暂不
方便告知。

福州“防涝”网红餐厅要更名？网友：“换名就没内味儿了”

“我和爱人常年在外地
工作，孩子在湖北老家上学，
为便于联系，特意给孩子注
册了一个微信号。”林先生
说，10月份休假回到老家，发
现孩子的微信支付记录中，9
月7日存在多笔游戏充值记
录，总金额超过一千元。

据林先生介绍，游戏账号
是孩子使用其小姨王女士的
身份信息进行实名注册的，但
王女士并不知情身份信息用
途，在游戏中所有的充值行为

都是由孩子自行完成的。林
先生认为，作为一个不到 10
岁的孩子，缺乏分辨是非的能
力，因此希望游戏公司能够
退还孩子充值的全部金额。

随后，记者联系到福州
市仓山区零六零六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据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0606游戏主要采用
的是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进行
实名认证，“我们的游戏已接
入防沉迷系统，而孩子却使
用家长的身份信息进行注

册，导致了充值行为的发
生。”工作人员表示，在处理
过程中，他们通过视频回访
等方式与孩子进行了沟通，
询问了一些游戏问题和充值
情况，综合考量孩子回应情
况、游戏实名认证方式和家长
监护责任等多方因素，同意退
还充值金额的70%给家长。

“就此事我们会积极与
家长沟通跟进，后续将提交
优化实名认证方式申请。”
工作人员表示。

小徐母亲得知小徐在
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况下充
值游戏后，将短视频平台、
游戏收款方告上法庭，认为
两公司在防范未成年人充
值方面存在技术漏洞并存
在诱导未成年人充值的行
为，构成欺诈，要求两公司
退还小徐所充值金额，并按
照三倍标准连带赔偿一万
四千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短视频
平台、游戏收款方不构成欺
诈，而小徐绕开防沉迷系
统、其监护人未严格引导未
成年人上网行为是充值行
为发生的主要原因。涉案
游戏已经根据国家新闻出
版署的规定接入了防沉迷
实名认证系统，基于网络交

易行为虚拟性、远程性的特
点，交易双方主要通过注册
的网络账号以及法定的身
份核验机制确认交易对方
的身份，而小徐使用监护人
的身份信息进行平台登录、
游戏注册、充值消费，对平
台及收款方而言，涉案游戏
账号的使用者就是成年人，
因此二被告未违反相关规
定，不存在过错。此外，小
徐此前就已发生过大额充
值行为，多次偷用母亲微信
转账进行游戏消费，说明其
监护人在教育引导小徐理
性上网方面存在不足，对于
充值行为存在主要过错。

不过，因充值行为发生
时小徐仅15周岁，属于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

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充值行为有
效，其余部分因超过未成年
人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且小
徐母亲事先对此不知情、事
后不予追认，应属无效，应
予返还。

参考国家新闻出版署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游戏的通知》中确定的“8
周岁以上未满 16周岁的用
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
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
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
的标准，结合双方的过错情
况，一审法院酌定二被告公
司退还小徐已消费的充值款
200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小徐母亲不服一审判
决，提起上诉。

北京四中院二审认为，
小徐主张返还充值款项，指
向的是充值行为的无效，而
该充值行为得以实现的最
根本原因是其监护人对自
身手机设备、微信账号和支
付密码未尽到及时监管义
务。在未成年人存在多次
网络游戏充值行为的前提
下，该案部分交易无效的缔
约过失责任源自于法定监
护人未监管好自己的账户，
并疏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和监管。同时，现有证据不
能证明游戏存在故意设计
技术漏洞来引诱未成年人
充值，因此难以认定短视频
平台和收款方以欺诈的故
意实施了欺诈行为。最终，
二审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男孩游戏充值5000元 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
法院：监护人未履行好监督责任，不支持全额退款，判决退款2000元

□相关链接

当前，在网游防沉迷实名认证模式下，仍有不少未成
年人通过冒用身份、租号等方式积极追求绕过防沉迷机
制。当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进行游戏充值时，对于
其中超过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相适应的部分，监护人可
以主张退回充值金额，不少家长因此得以挽回一些损失。

不过，法律的保护与网络平台针对未成年人充
值退款的便捷不能成为家长忽视自身监管职责的借
口。《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
行为的引导和监督，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
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可见，预防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是监护人的法定职责。

法官提示，在帮助孩子正确用网、养成健康游戏
行为的过程中，家长始终是第一责任人。纵然事后
监护人可以依法申请退款，但切莫对“未成年人游戏
充值退款机制”产生依赖。要想切实解决孩子的游
戏沉迷问题，离不开家长的参与和监督。

法官说法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是监护人的法定职责

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未成年人游戏充值退款案件。
15岁的小徐为了绕开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冒用母亲的身份信息注册登录游戏，又偷偷用母亲的微信给游戏充值了

近5000元。小徐母亲发现后，起诉要求平台和游戏收款方退还全部充值金额，最终未获法院全额支持。
N新京报

案件回顾 男孩充值游戏 母亲起诉要求3倍赔偿

小卓的案例并非个
例，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
以“未成年充值游戏”为关
键词搜索，共有57018条投
诉。那么，面对此类情况，
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呢？

对此，福建律师海都
公益团福建建达律师事务
所李洋律师认为，根据《民
法典》相关规定，八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其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需要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
代理人同意、追认。未成
年人在游戏中进行大额充
值，显然不属于与其年龄、
智力相适应的行为，若监
护人未追认，则有权要求
游戏公司退款。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家长需要举
证证明充值行为是由未成
年人完成的，这往往存在
一定的困难。首先，需确
认该事实是否有证据支
持，若确实存在，则因小孩
属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其充值行为无效。同
时，家长可通过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消协等进行投
诉调解。

“证明因未成年儿童
操作充值的证据可能较难
获取，但可尝试通过微信
使用记录、支付记录等证
明。”李律师介绍，家长还
可通过行政机关、行业协
会、消费者保障部门维护
权益，直接走法律途径成
本较高，不建议作为首选。

“对于未成年人在游
戏中进行充值或其他消
费行为，家长务必保持高
度关注与适当监管。未
成年人往往缺乏充分的
判断力和自我控制能力，
容易在游戏诱导下过度
消费，甚至产生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李律师建议，
家长应定期检查孩子的
游戏账户和消费记录，一
旦发现未经授权的充值
行为，应立即采取措施，
如联系游戏公司客服、查
询相关消费凭证等，以便
及时挽回损失。同时，家
长也应加强对孩子的教
育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念，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

28 日，湖北林先生通过海都热线 968880 报料
称，他的儿子小卓（化名）今年未满10岁。9月7日，
小卓一天之内在0606游戏中充值金额超一千元，他
尝试联系该游戏公司寻求退款时，却迟迟没有得到
正面回应。记者介入后，福州市仓山区零六零六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表示，将退还充值金额的70%。

使用小姨身份注册 10岁男孩玩游戏一天充值上千元

未成年人大额充值 监护人若未追认有权要求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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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兽”玩游戏 一天充值上千元
福州一游戏公司表示，将退还充值金额的70%；律师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

教育引导，对孩子充值或其他消费行为保持关注与监管

“筷子豪情”正在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