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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今日烟台

3·15，我们帮您来维权
本报联合工商部门为市民解难题，两天接受投诉二百余例

本报3月6日讯 (记者 李娜
秦雪丽 钟建军 鞠萍) 面对

消费者维权诸多困难，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联合工商部门在3月4日—3

月5日分别走进文化中心广场、烟台

大学、兴隆社区，深入市民和读者身

边，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维权的
平台。两日来，共接受消费者投诉二

百余例。

“这样的好机会不能错过。”3月
4日上午，“3·15维权，齐鲁晚报和

你在一起”第一站在烟台市文化中

心广场举行，一大早就有市民来到

广场向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咨询消费

难题。市民讲述了在消费中遇到的

窝心事，烟台市芝罘区质监局、山东

平和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相关专家
现场为市民解疑答惑。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

体，在生活消费过程中具有独有的
特殊性。但近年来，有关大学生在消

费中权益受损事件屡见不鲜，对此，

本报特联合莱山区工商局，于3月5

日上午，就大学生关心的消费维权

等热点话题，在烟台大学开展了消

费维权大讲堂。

莱山区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局长

杨林就网购、传销等大学生关心的热

点话题进行了讲解，并提出了在网购

消费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建议同学们

到正规大型的网站进行购物、尽量使
用货到付款的消费方式。针对大学生

在兼职中受骗等问题，杨林建议同学

们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尤其是女

学生，一定要学会‘防狼术’，建议到

正规的大型中介机构。”

3月5日，3·15消费维权活动还

走进了向阳街道办事处兴隆社区。

恰逢周末，在兴隆社区小广场上，居

民纷纷围拢上来，手机乱扣费、乱扔

垃圾、落户问题……讲述了他们生

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

在活动中，记者了解到投诉案

例涉及房屋装修、电子产品、净水设

备、保健品、预付卡消费等多个方
面，八成案例与产品质量相关。相关

专家提醒消费者一定在购买时确认

产品是否为正规厂家生产，一定要
保留好消费凭证，遇到问题及时向

有关部门反映，维护自身权益。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消费烦心
事、窝心事一定要主动维护自身权

益，您可以拨打本报维权电话：

96706315、0535-6610123，我们将联

系相关部门，竭诚为您分忧。

名牌净水器三个月用坏俩滤芯

想换免费的，遭售后拒绝
“三个月俩滤芯都坏了，还名牌

净水器呢，真气人！”4日上午，本报

在文化中心举行的“3·15维权，齐鲁

晚报和你在一起”活动现场，市民刘

女士向记者反映，再想免费换个滤

芯时，遭到厂家拒绝。

据市民刘女士介绍，2009年夏

天，她在市区一高档商场花700元钱

购置了一台品牌净水器。可是用了还

不到两个月，净水器的滤芯就坏了。

李女士找到该品牌的售后服务，工作

人员免费为李女士换了一个滤芯。

可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这滤

芯用了不到一个月又坏了，再次拿

到售后服务处去换滤芯，遭到厂家
拒绝，原因是已经换了一个。“在保

修期内，坏了怎么可以不给换。”李

女士对此很是气愤。

保修期内，3个月坏了两个滤

芯，再换滤芯就被拒绝，必须自己掏

钱，这事让李女士怎么想也觉得很

窝火。

买低价保健品

一万元打了水漂
“去年，我花一万块钱订购了一套

保健品，可没想到，东西还没有收到，

商家却没了踪影。”4日，在文化中心现

场接受投诉时，市民李大妈向记者诉

说了自己买保健品上当的遭遇。

据李大妈介绍，平日里她心脏不
太好，为了好好调理，经人介绍，在市
区一家保健品店购买了几瓶名为“灵

芝孢子粉”的保健品，“该店推销的小
伙子非常热情，给我详细的介绍了该

保健品的效果和作用。”听着效果不错

又便宜，李大妈不禁有些动心。该店负

责人又称，由于货源不足，可以先向总

公司支付定金，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公

司会邮寄给保健品给李大妈。

李大妈就向该负责人交了一万

多元的定金，并索取了一张收据和

保健品。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商家并
没有给她邮寄保健品，去找该商家，

发现已经更换了地方。

“几经打听，我才找到他们在市区

新换的店。”李大妈介绍道，对于保健
品没有邮寄到手的事，该店负责人表

示，最近总公司货源确实紧张，所以不
能按时邮寄，并表示自己会及时与商

家联系，对此，李大妈完全可以放心。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李大妈发现

该保健品新开的店铺也没有了踪影，

拨打该负责人电话，对方则表示自己
现在在广西，目前不可能回烟台。看到
事情不妙，李大妈便提出索回定金的
要求，而对方则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同学们积极提出平时生活中遇到的维权难题。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案例：

工资没拿到

中介费也瞎了
“去年五一的时候找到一份信息

搜集员的兼职工作。”烟台大学人文学

院的杜俊林同学诉说了自己在兼职工

作时遇到的窝心事，“当时交了50元的
中介费，讲好是搜集到一条信息给20

元的工资，并且还签订了合同。”据杜

同学介绍，等她拿着搜集到的8条信息

去领取工资时，公司却以信息不准确

为由没有支付工资，并且拒绝了杜同

学退还中介费的要求。“这兼职工作做

的太窝心了，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

办呢？”杜同学向现场的专家提出了疑
问。

案例：

试衣没买商家立翻脸

恶语相向对顾客
“都说顾客就是上帝，自己高高兴兴

地去买衣服，怎么就会招来一顿恶骂

呢？”在“3·15维权，齐鲁晚报和你在一
起”活动的烟台大学专场中，烟台大学的
殷姗姗同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前不久

我和同学一起去商场买衣服，在一家服

装店里试了一件衣服后，我觉得不太合

适就没有买，谁知道那个店主张口就

骂。”这样的经历让殷同学觉得十分憋

屈，“本来是高高兴兴地去买衣服，到最

后却窝了一肚子火。”

5日上午，烟大的高延秋同学说，她

的手机屏幕不能显示，就送到一家维修
店维修。“第二天去取手机时发现，不仅
屏幕没修好，连电话也打不能打了。”手

机越修越坏，高同学十分气愤，向商家讨

说法，结果商家断然否定是自己的责任。

“在做兼职工作时，大

学生们首先要提高自身的
意识，减少上当受骗的机

会。”莱山工商局市场监管

局局长杨林为大学生兼职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签

订合同之前，一定要明确合

同的条文，不清楚的地方可

跟公司进行核实和确认。”

对于大学生在兼职或

求职过程中如何避免陷入

传销组织，莱山工商局消

保科科长赵峰也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大学生在求职

时应该多留个心眼，对于

网上那些声称工资优厚，

并且不在乎求职者学历，

不留单位名称的招聘信息

要格外谨慎，通过多种途

径来核实招聘信息是否真

实。”如果一旦陷入传销组
织，赵峰科长也给出了应

对的措施，“不能交钱，不
参加培训，不骗他人，同时
找机会溜出来报警，并尽

量和学校取得联系。”

支招：

签订合同前

应明确合同条款

支招：

人格受侮辱

可进行投诉
“一旦有这样的情况

出现，消费者完全可以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莱

山工商局消保科科长赵

峰提醒大学生在遇到这

样的情况时应该懂得维

护自己的权益，“可以先

进行取证，然后向消费者

协会进行投诉。”

莱山区工商局消费者

协会秘书长李亨一对此表

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除

了人身财产安全方面，还

包括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这也是最起码的权益。如

果在生活消费中，人格尊
严受到侵害，消费者有要
求商家赔礼道歉的权利，

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消费

者可拨打消费者投诉电话

进行投诉，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案例：

手机越修越坏

商家却不认账

支招：

维修前

可记录手机状态
随着手机的日益普

及，围绕手机维修的纠纷
也逐渐多了起来。莱山工

商局市场监管局的杨林

局长建议消费者在进行
消费时应注重保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在进行维

修之前可以签订一个简

单的合同，把手机维修之

前的状态进行简单的记

录，这样就可以避免纠纷

了。”

支招：

工商部门提醒，产品维修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投诉的热点，建议广大

消费者到正规商家进行购买，并要索取相应的购物发票等有效凭证，已备维

权之用，如果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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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中心广场，本报记者采集市民投诉问题。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花絮◎

支招：

工商部门提醒，保健品市场种类繁多，让人眼花缭乱，消费者在购买保健品

时定要认真阅读包装说明书，不要相信经营者夸大的宣传，对于保健品的批准

文号可以通过上网得到查证，另外，购买者一定要去正规店面购买，并要索取发

票，维权时好有证据。最后建议消费者购买保健品不要一次性购买太多，可以先

试试，如果有效果再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