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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万把假锁一次性销毁
一企业一年花600多万打假，还有15人的打假队全国“巡逻”

烟台市质监局公布
2011年十大打假案例
通讯员 莫言 德浩 记者 李园园

2月29日，烟台市质监局公布
了2011年十大打假案例，全年共查
处违法案例1400多起，从查处情况
看，多涉及中小型企业，无生产许
可证、伪造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
质量不合格等。
案例一：

烟台祥益粮油有限公司，生产
的批号为2011年02月08日的大豆
油平均实际含量为18 . 441L/箱，小
于其标注的20L/箱净含量。
案例二：

烟台裕诚葡萄酒有限公司生
产的成品特制干红葡萄酒，经过检
验，干浸出物为11 . 4g/L，GB15037-
2006标准规定干浸出物≥18 g/L，
不符合标准规定，产品不合格。
案例三：

在莱山区的建筑工地，钢筋材
料供应商山东北海源经贸有限公
司存在伪造质量证明书用以销售
钢筋的行为。
案例四：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孙格
庄村生产销售的久发蘑菇(片菇)

涉嫌伪造生产许可证编号。
案例五：

烟台开发区大康明眼镜商店，
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已过有效
期后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继续生产眼镜产品。
案例六：

在栖霞市金苹果小区建筑工
地，烟台联海电器设备有限公司销
售的4台GGD型号配电箱未取得
3C认证。
案例七：

烟台九开家居有限公司，其销
售的部分灯具产品涉嫌未经强制
性认证。标注为厦门市东林电子有
限公司生产的吸顶灯，型号：FF-
8038M，功率：38W，厨卫吸顶灯，
型号：FF8013M；标注为中山市横
栏镇钜普灯饰厂生产的可可照明
水晶灯，型号5511正。
案例八：

招远市金岭镇中村招远市太
阳农资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第四十
三经营部，其销售的青岛金正农药
有限公司生产的百草枯等农药未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案例九：

莱州市锦昌化工有限公司未
取得工业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
自组织生产列入目录的三氯化铁。
案例十：

烟台测丰肥业有限公司生产
的氮、磷、钾、含量13-12-15的有机
无机复混肥料，实测氮含量13、磷
含量1、钾含量10 . 7、总含量25%，产
品被判为不合格。

本报2月29日讯(记者 孙芳
芳) 在企业经营中，假李鬼冒
充真李逵，不仅抢占了市场，还
败坏了名声。名牌企业尤其容易
被“李鬼”们盯上，不少企业只好
拿出大把的精力来打击“李鬼”，
从而抢回市场。2月29日下午，烟
台三环挂锁有限公司就在宁波
海关的监督下，销毁了之前收缴
的23万把假锁。

“这一次集中销毁的一共有
2332箱，大概有23万把左右。”烟
台三环挂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江告诉记者，这次销毁的假锁
还只是去年宁波海关查缴的30

多批假货中的7批。“这些假货都
是要出口的，主要集中在非洲、
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地方。”

这些假锁都是地方海关在日
常执法中查获，企业花钱回购回
来。于江告诉记者，每年仅回购假
锁一项就要投入150万元左右。“回
购的时候是以超过废铁价格的
30%—40%回收，而销毁以后只能

以废铁的价格卖了。”
企业为什么要花钱回购这

些假货，于江告诉记者，这也是
实属无奈。“之所以投入大价钱
回购回来，就是怕这些假货再次
流入市场，这样之前的打假也就
失去了意义。”

随后，记者跟随海关监督人
员一起来到了三环挂锁有限公
司的销毁车间。车间外面，工人
们正在将回购来的挂锁从包装
内拆出来，等待送入车间内销
毁。工作人员介绍称，正在销毁
的锁分为近似商标侵权锁和假
锁两种。“假锁主要就是质量上
不过关，我们生产的三环挂锁锁
芯是铜的，而假锁一般都是铁
芯，而且锁体薄，锁梁细。”于江
告诉记者，假锁并不能起到安防
的作用，他提醒市民在购买的时
候一定要看准了。

车间内堆满了各种型号的挂
锁。工作人员将挂锁依次放入机
器内，原本外形完整的假锁被压

碎。负责销毁的工作人员介绍称，
被压碎的挂锁将进行分类处理，
大部分都当成废铁进行出售。

据于江介绍，自从1999年，
公司就开始了与“李鬼”的战斗。

“每年投入的费用大概在600多

万，全部用于打假的各项工作。”
于江告诉记者，公司15个人组成
的打假队在全国各地进行打假，
而如此大手笔打假也实在是无奈
之举，“打的话，投入成本太高，不
打的话，假货就抢占了市场。”

本报记者探访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挥中心

三个姑娘执掌12315 一天接150个投诉
本报通讯员 徐鹏辉 本报记者 秦雪丽

12315，这个简单的号码，
对于市民来说并不陌生，每当
在消费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总会拨打这个电话寻求帮助。
然而，12315背后的故事你可知
道？2月29日，本报记者走进烟
台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
挥中心，带您了解12315投诉接
话员的工作与生活。

平均每天要接150个电话

3·15当天电话能达上千个

2月29日早上，记者来到烟
台市工商局12315申诉举报指
挥中心，随着3·15消费者国际
权益日的到来，咨询投诉电话
也开始升温，“每天的工作量比
平时高出许多。”小衣放下耳
麦，大口地喝了一杯水说。2003

年，小衣开始从事12315投诉电
话的接线工作，近十年的工作
经验，她很有感触。

据小衣介绍，接线员平均
每天要接1 5 0个电话，包括咨
询、投诉、举报多个内容，目前
共有3个接线员，一人一天平均
50个电话。“3·15临近，来电人
数越来越多。”小衣说，3月1 4

日、3月15日当天，来电量能达
上千个。因为工作量大，她们几
乎省去了吃饭的时间，从早上8

点钟持续工作到晚上10点多。
晚上下班时间，12315实行

电脑接听模式，第二天上班后，
小衣等工作人员还必须逐一回
放聆听，对于表述清楚说明情
况的投诉者，她们都会进行回
复，然后把这些投诉分转到相
对应的工商消协部门，进行解
决。

酒后打骚扰电话的不少

最怕的就是市民不理解

“打投诉电话的人，大都是
遇到了窝心事。”小衣说，很多
人生气上火，只是为了找一个
诉说渠道，也正因此，她们总会
耐心地聆听，并帮助寻求解决
的办法。在多年的接听记录投
诉的工作中，让她们头疼的是，
总会有一些酒后投诉者，甚至
会破口大骂。

小马是12315接线员中最年
轻的一位工作人员，刚踏上岗位
时，这位90后女孩确实有点头大。

“由于没有经验，加之每天接听
的都是一些消费纠纷，情绪很容
易受影响。”小马介绍，参加工作
一个周，满嘴起了溃疡。

“经常接到一些醉酒人的电
话，在电话里，他们说不清投诉
内容，只是随便聊天。”小马说，
严重的甚至直接对她们破口大
骂，“每个接线员都遇到过，也都
委屈地哭过。”

据小衣介绍，尽管每天接到
上百个投诉电话，由于职权管辖
范围问题，30%的电话他们只能
外转。比如有关农业、税务、物价
等方面的投诉，因为有相应的
主管部门，只能建议消费者找

对应的部门解决。

每周都要进行培训

法律法规、交流技巧都要学

接听投诉电话，回答市民疑
问，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及沟通
能力，对于12315接线员来说，是
一项必备的素质。也正因此，在
不耽误工作的同时，接线员每周
都要进行培训。“除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常用法规之外，每周
还要学习典型案例分析及交流
沟通技巧。”小衣介绍。

坐着接电话，在很多人看
来，也许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
而在12315接线员小韩的眼里，
接听电话并登记记录，却是一
件需要很多技巧的事。据小韩
介绍，一些消费者由于权益受
损，诉说起来经常语无伦次，

“这就需要帮助消费者分析，首
先自己不能乱。”

据小韩介绍，曾经有一位
老人，家里买了两年的冰箱出
了问题，便来投诉，老人说事很
仔细，整个过程叙述完花了半
个小时，这样的投诉者并不在
少数。“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导消
费者，以最短的时间了解记录
事情经过，既能提高效率，又能
给消费者减少话费。”

工作人员销毁假锁。 本报记者 熊戈措 摄

12315的接线员将投诉电话内容
记录下来。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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