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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 2 月 27 日讯(记者
熊正君 曹剑 通讯员 施圣涛)
24 日、25 日，本报“消费大篷车”分
别联合工商局和质监局来到花园
银座广场和泰前街道办事处嘉德
社区，给居民讲解识假辨假和食品
安全知识，帮助居民免费检测、维
修、清洗眼镜。

24 日上午 10 点，本报“消费大
篷车”开进花园银座广场。泰安市
工商局泰山分局的工作人员开始
往桌子上摆各种假劣食品，并向周
围市民发放消费维权的宣传单。记
者看到，有一位居民提着一包粉丝
从超市走出来，他走到展台前就一
直盯着桌子上的香油看，拿起香油
瓶对着阳光看了看，打开瓶盖闻了
闻，接着他又晃动了一下香油瓶，

“这香油是假的，掺了香油精？”他
说。“这不和农贸市场里卖的一样
吗？我闻着味都是一样的。”站在一
旁的居民李香丽说。原来这位居民
叫肖峰流，他说，这瓶香油的颜色
暗红色，不透明，晃动起来很浑浊，
而且闻起来没有香味，只有一股油
腻的味道。而纯正的香油色泽透明
鲜亮，有浓郁纯正的芝麻香味。随
后，肖峰流又向周围的居民介绍了
鉴别罐头、蜂蜜、麻汁等食品真假
优劣的方法。肖峰流告诉记者，平
日里他特别留心识假辨假知识，看
电视时看到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就
经常用本子记下来，还买一些相关
书籍阅读，所以很多食品类的东西
他一眼就能看出真假来。

25 日下午 3 点，在泰前街道办事
处嘉德社区，泰安市质监局泰山分局
的工作人员刚把检测眼镜的机器搬上
桌，还没来得及通上电，很多居民就纷
纷把自家的老花镜拿来让专业人员给
检测一下。抱着孙女的卢桂琳大妈使
劲往前挤，记者看到，卢大妈眼镜的一
个镜片已经掉了一角，镜面磨出了很
多痕迹。“这都是我孙女给弄的，抱她
的时着候她就抓我的眼镜，抓下来就
摔在地上，我好几个眼镜都被她摔坏
了。平时根本没有维修清洗过，反正是
拿过来就戴上。”卢大妈说。“我的也
是，眼镜从配上就没再检测过，也不知
道合不合适。”正在旁边练习腰鼓的张
灿爱大妈也走过来说。

现代镜业店长冯树鹏一边忙着
回答居民们的各种问题，一边使用校
度计帮居民检测眼镜度数，还不时地
拿着小螺丝刀拧一下眼镜螺丝。他告
诉记者，居民的眼镜普遍存在着镜架
变形、镜片磨损厉害、不按时进行复
查、眼镜超期使用等问题。“不合适不
舒服的眼镜都会给眼睛造成危害，特
别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复查眼睛，
定期检测眼镜，否则会引起头晕、目
眩、眼胀等不良反应。”冯树鹏说。

“这香油是假的，掺了香油精”
“消费大篷车”引来百姓识假专家

本报泰安 2月 27日讯(记者 熊正
君 通讯员 张秀芝) 泰城市民李先
生兴高采烈地买了新车，却因为无法出
具汽车合格证而不能办理车牌照、保险
等业务。

26 日，泰城市民李先生拨打本报
消费维权热线称，2 月初他在某汽车销
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新车，办理好各种
手续后，李先生去办理车牌照和保险
等业务，但车管所和保险公司都要求
李先生出示汽车合格证。但是李先生
从没见过汽车合格证，就找到汽车经
销商询问，经销商却谎称厂家未按时
提供合格证，需要等待一个月才能提
供汽车合格证。“没有合格证就不能办
理车牌照等业务，那就无法上路行驶。

我还等着开车回河南老家，把 70 多岁
的老母亲接过来住呢，现在还不知道
要等上多长时间。”李先生说。

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受理了李
先生的投诉。经调查，某些银行推出汽
车合格证质押融资业务，允许一些汽车
销售企业将未售出汽车的合格证进行
质押以获取贷款。而李先生购买的这辆
车的合格证就被抵押给了银行，因而出
现了无法办理牌照的情况。通过工商执
法人员的调解，汽车销售商表示立即将
合格证书送到李先生手中。工商人员告
诉记者，经销商出售合格证已被质押的
汽车，且没有事先说明，按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买了辆新车没有合格证
车牌照、保险都不能办理

“给孩子买牛奶一定认准商标”
年轻妈妈拿着本子记录消费知识

本报泰安 2月 27日讯(记者
熊正君 曹剑) “买牛奶一

定认准商标、保质期。”、“买罐
头前先看食品添加剂，注意防
腐剂。”24 日上午，在本报“消费
大篷车”识假辨假现场，一位年
轻妈妈用随身携带的本子记下
识假辨假知识。

24 日上午 10 点，在花园银

座广场，本报“消费大篷车”吸引
了不少前来咨询识假辨假知识
的市民。记者看到，与 23 日的

“消费大篷车”活动相比，此次活
动现场出现了很多年轻面孔。

身穿桔黄色上衣的刘静认
真听着工商人员的讲解，同时从
皮包里掏出小本子记录下来。她
的小本子上记着：挑榨菜时要注

意印着生产日期的地方是否凹
凸、火锅调料看准配料、酒水注
意生产编号等。她旁边 2 岁大的
孩子也瞪着大眼睛，盯着桌子上
摆放的假劣食品。

刘静告诉记者，平时买东西
经常不注意看食品包装和标识，
自从有了孩子，就很注意看食品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但对一些

食品的配料、添加剂和包装标识
等却不大懂。“今天听了工商人员
的讲解，我才了解到，很多食品不
能只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食品
包装标识、生产标准号等一些专
业的东西也得注意学习。以后我
给孩子买东西，可得多加注意，不
只是食品，孩子的衣服也得去正
规商店购买才行。”刘静说。

老花镜戴了几天就头疼
度数太高不适合眼睛

本报泰安 2月 27日讯(记者
熊正君) 25 日下午，“消费

大篷车”走进嘉德社区，一位
76 岁的老大爷因为自己曾在
街头买了一副老花镜，戴了几
天就头疼脑胀，所以今天拿来
了 3 副眼镜进行检测。

25 日下午 3 点，在泰前街
道办事处嘉德社区，76 岁的葛
现毅拿着 3 副老花镜等待质

监人员帮他检测一下。“我这 3
副眼镜各有用处，都闲不住。
平时走路戴这个 150 度的，看
报纸、上网时就戴 35 0 度的，
还有一副是孩子从国外给带
回来 的，2 0 0 度的 。”葛现 毅
说，但是这 3 副眼镜配的时间
最短的也有一年多了，从没清
洗过，也没维修检测过。他告
诉记者，原来他曾在街头小摊

上买了一副老花镜，觉得戴着
挺合适，看报纸也方便，但是
戴了几天后就感觉眼睛发酸、
头 晕 目眩 ，也 逐 渐看 不 清 楚
了。后来一检测，老花镜的度
数根本就不适合眼睛，度数太
高了。

现代镜业店长冯树鹏告
诉记者，不少价格便宜的老花
镜两眼眼度数设置得一样，而

很多老人左右眼度数有差距，
还存在散光等问题。可能当时
戴感觉还行，但戴久了就容易
出现视觉干扰，眼痛、头晕、视
力下降等不适症状。所以在配
戴老花镜前最好到医院做一
次全面的眼科检查，确定眼睛
度数、瞳距、是否散光等问题，
以确定配镜最佳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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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万元车只用了十五天
车架出现裂纹，销售店关了门

本报泰安 2月 27日讯(记者
熊正君 通讯员 张继泉)

春节过后，宁阳县一村民花了近
7 万元买了一辆农用四轮车准备
春耕用，但是开了才 15 天，就发
现车斗下面的大架断裂了，而该
车的宁阳销售店竟然也关了门。

正月初五刚过，家住宁阳
县伏山镇大良王村的杜荣强买
了一辆浙江临海生产的“东方
红彪马”牌变拖四轮车，价值
695 00 元。但是大约过了半个
月，他在擦车时发现车斗下面
的大架竟然有裂纹，承重较大
的地方都出现断裂现象。于是
他来到购买农用车的销售店准

备理论，发现销售店竟然关门
了。经询问，原来这家店已经搬
走了。“我花了 7 万块钱买的车
就只能开十多天，这不是坑人
吗。如果我没有发现裂纹，哪天
开着车出门岂不是要出大问
题。”杜荣强气愤地说。

无奈下，杜荣强找到了宁
阳县消费者协会。城关消协分
会主任李丛武受理投诉后展开
调查，通过车辆说明书找到了
生产厂家。经过双方协调，生产
厂家提供了该品牌农用车在菏
泽的一个销售店，由该销售店
给杜荣强四轮车更换了大架，
并包赔了 600 元的经济损失。

为给消费
者提供更加持
久的维权平
台，本报“天天
3·15”栏目为
消费者开通维
权 热 线 ：
18653881019和
6982110。读者
也可在“3·15”
维 权 Q Q ：
1004479244或
齐鲁晚报网互
动坛(http：//
bbs.qlwb.com.c

n )中的“天天
3·15”中发帖
留言，还可发
邮件到本报邮
箱：taqlwb@
163 .com。

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讲解如何保护镜片。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