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给免费查体，然后兜售“神药”
一位老大爷看着不对劲投诉了，工商部门正在调查这家问题机构

本报通讯员 朱绍军 巫建军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实习生 白利倩

临近
3·1 5 ，本
报 推 出

“ 马 上 就
办”栏目，
如果您在
生活中遇
到消费难
题 ，如 果
您在消费

中权益受损却不知如何解决，如果您
想了解更多的消费维权话题，都可以
拨打本报3·15维权热线15053508753

或18660568036。您反映的问题，我们
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

市民一：我从烟台发送的宅急送，
发往广州的一箱苹果竟成了半箱，并且
所有的苹果都是伤痕累累(半箱的缘故)。
投诉后，烟台宅急送的工作人员竟以已
签收为由不予处理，怎么办？

市消协：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发货
地址以及发货单据，向当地的工商局投
诉，要求宅急送对你进行赔偿。

市民二：我在一家火锅店吃火锅，
点好菜后发现锅里有一块黑色的布。我
当即请老板退菜，可是老板说菜已经点
好了要收费。我点了80元的菜，店主要收
50元，请问这么做合理吗？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像这种
情况，店家提供的锅底材料属于不合格
产品，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并可以要求
商家拿出最高10倍的赔偿。

本报通讯员 东洁 实习生
白利倩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整理

粘上假睫毛泪流不止，发炎了
医院诊断为细菌性感染，工商人员出面，商家赔偿医药费

本报3月5日讯(通讯员 衣
学红 呼艳梅 记者 秦雪丽)

王女士最近到一家美发美甲
店修指甲时，听了店内服务员
的热情介绍嫁接了假睫毛。不
料没过多久，她便感到眼睛又

痒又痛，不停流泪。到医院检查
后，被诊断为细菌性感染。经工
商执法人员调解，商家赔偿王
女士医药费80元。

据王女士介绍，假睫毛嫁
接后，眼睛便开始不舒服，她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眼睛是细
菌性感染。于是，王女士拿着
诊断书来到美甲美发店要求
赔偿。但该店店主以王女士本
身的肤质不好引起过敏为理
由，不予理睬。气愤之下，王女
士投诉到12315申诉举报中心

寻求解决。
工商执法人员接到投诉

后，根据王女士反映的情况，马
上来到该店进行调查落实。执
法人员在该店中随意抽检了一
副假睫毛，发现包装盒上没有
标注产地、生产日期等。用来粘
假睫毛的两小瓶胶水，外包装
上仅印有少量英文，根本看不
清到底是哪里生产的。

根据现场的检查情况，执
法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
没收不合格假睫毛，并责令该

店赔付王女士医药费80元。根
据王女士出现的情况，工商执
法人员咨询了医院专家，据了
解，粘睫毛的过程中，若相关产
品质量不过关或者不做过敏测
试，极易引起过敏反应，甚至引
发结膜发炎。

工商执法人员提醒爱美女
士，在使用美容产品时，一定要
仔细看准产品上是否标注厂
名、厂址及生产日期等内容。万
一不小心使用了“三无”产品，
很容易影响身体健康。

报上名就给免费体检

体检完就开始卖“药”

家住芝罘区的张大爷今年60

多岁，多年来一直深受糖尿病的
困扰。近日，张大爷无意中在报纸
上看到一则“烟台糖尿病患者请
注意”的广告，广告称：为了广大
糖尿病患者，特举办这次公益活
动，为糖尿病患者免费提供关于
肾、血糖、心电图等9项检查。

张大爷和十几位老人按照
广告上登的地址找到这家公
司，报名参加免费体检活动。

“在现场，根据工作人员的
介绍，我们交了10元钱，办理了
一张《健康管理服务证》，领到
了一张体检卡。”张大爷介绍，
当天他便和其他老人来到指定
的医院检查。令张大爷感到纳
闷的是，原本说的9项检查，最
后只检查了两项便完了。三天
后，张大爷到该机构领取体检
报告，却发现十多位老人都存

在血脂异常、血糖增高的问题。
针对张大爷自身存在的问

题，该机构工作人员介绍了一些
糖尿病的日常饮食注意问题，包
括运动和吃药等方面。随后，便开
始推荐一款名为“多立克软胶囊”
的保健食品，每盒298元，并说它
对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很有效，

“当时还建议我们一次性购买1万
多元钱的产品，说有很大优惠。”

据张大爷介绍，不少老人禁
不住诱惑，当即交下订金购买该
产品。但他发现，该产品外包装上
明明写着保健食品，商家却宣传
它的疗效那么神奇，甚至可以替
代糖尿病药品。张大爷感到蹊跷，
便借故说自己没有带钱离开，并
向芝罘工商部门投诉。

号称“得到政府支持”

宣传挺响却拿不出证明

随后，本报记者跟随芝罘
工商部门来到该机构进行检
查，发现店内摆设着不少“多立

克软胶囊”样品，室内宣传板上
还打出“得到中国糖尿病预防
控制中心、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政府支持”的旗号，而当工
商执法人员要求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时，该机构的一位负责人
则称，自己对此并不清楚。

当工商执法人员询问保健
食品的情况时，这位负责人显
得非常谨慎。据这位负责人介
绍，平日他们主要向老人提供
查体、健康咨询等服务，并不直
接销售产品。不过有的老人需
要这种保健食品时，他们可以
帮助从厂家代购。当工商执法
部门要求产看产品时，对方则
以没带钥匙为由拒绝。

工商执法人员检查了该机构
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发现证
照齐全。随后，工商人员联系到该
产品的厂家人员。据厂家一位负
责人介绍，只要购买他们的保健
食品，便可成为会员，会员才能享
受查体服务。但会员也分等级，等

级不一样，享受的服务也不一样。
张大爷这次查体，属于公司的一
项公益活动。

保健品涉嫌虚假宣传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

在该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
记者看到，尽管标有保健食品小
蓝帽的标志，商家也口口声声称
之为保健食品，但在该产品的宣
传资料中，记者看到写有“四个周
期后96%的患者并发症逐渐消失，
血糖逐渐稳定，75%的患者达到逐
渐减服西药，并最终用多立克稳
定控制血糖并可替代降糖药”等
字样。据工商执法人员介绍，这种
宣传超出了保健食品的范围，涉
嫌虚假夸大宣传。

张大爷等人的体检报告是
否属实？对此，芝罘工商部门联
系了为张大爷等人体检的医
院，发现医院确实承接了该公
司的一批体检单子。目前，该案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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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张大爷在报
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
只要报名，就能到正规
医院免费做9项检查。张
大爷和十多位老人一起
报了名，体检单出来后，
张大爷发现所有人的检
查结果大致相同，普遍
是血脂高、血糖高。随
后，商家开始大肆推销
一种保健食品，并称这
种 保 健 品 能 替 代 药
品……

本报3月5日讯(通讯员 衣学
红 徐国红 记者 秦雪丽)

王先生最近购买了一台21英寸长
虹电视，购买时商家说是在搞特
价。然而王先生买回家使用了刚
一周，电视屏幕就开始不清楚。后
经工商部门调解，商家才答应给
王先生免费维修电视。

王先生最近在招远市辛庄
镇某家电商场看到商家搞特
价，其中长虹电视机优惠很大，
他便以8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
21英寸的。然而电视买回家刚
一周时间，就出现了屏幕不清
楚、画面模糊的问题。

王先生专门找来维修人员

查看，经维修人员检查发现，是
电视本身质量有问题。王先生
随后要求商家维修或者给换
货。商家对此却说，王先生购买
的电视是特价商品，购买时已
经做出说明，特价商品不保修，
拒不承担“三包”责任。

王先生与商家多次协商未

果，于是来到招远市12315申诉
举报中心投诉。接到投诉后，工
商人员立即召集双方进行调
解，发现情况属实。工商人员指
出了商家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的过错。经调解，最
后双方达成协议，由商家给王
先生免费维修电视。

特价电视就不免费修？
工商出面帮消费者解决问题

本报3月5日讯(通讯员 姜黎明
王晓玲 记者 秦雪丽) 结婚本

是件乐事，然而让刘先生头疼的是，
婚宴上傍名牌的“阿乐啤斯”喜糖一
度让他陷入尴尬境地。后经招远消协
部门调解，销售糖果的商家一次性赔
偿刘先生600元钱。

招远市民刘先生为儿子举行婚
礼，婚礼上礼炮齐鸣，酒纯菜香，男女
老少非常热闹。在婚宴上，一位亲戚
剥开一块阿尔卑斯喜糖给孩子吃，不
料孩子放进嘴里吃了几口就吐了出
来，摇头说：“这糖和我以前吃的阿尔
卑斯不一样，不好吃。”

孩子的话吸引了很多来宾的注
意，在场的朋友们纷纷仔细观察、品
尝，发现喜宴上的喜糖外包装乍一看
是阿尔卑斯名牌糖果，可是再认真
看，分明是傍名牌的“阿乐啤斯”糖，
吃起来味道也不像正宗的阿尔卑斯
糖果那样醇香悠长。

朋友们为了顾全刘先生的面子，
尽量压低声音议论此事，可还是被刘
先生听到了。对于傍名牌喜糖，刘先
生压住火气勉强主持完婚宴。可后来
越想越觉得没有面子，于是气冲冲地
找到当初卖给他糖果的店家，要求赔
偿精神损失。对此商家辩称，刘先生
当初是因为价格便宜才买的300块钱
糖果，这些糖是莱州的一个批发商送
的，商家并不知道是假的，因此只同
意将剩下的糖给退掉。

双方各不相让，刘先生只好投诉
到招远消费者协会。接到投诉后，消
协工作人员认真调查，发现刘先生反
映的情况属实，店家所售的“阿乐啤
斯”糖果确实存在傍名牌的嫌疑。经
消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店家
一次性赔偿刘先生600元，并向他赔
礼道歉。对于店家销售假冒糖果的违
法经营行为，工商机关已依法立案处
理。

格2011年十大典型投诉案例(8)

婚宴上“阿乐啤斯”真扫兴

糖果经销商最终双倍赔偿了消费者

近日，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对
外发布了2011年十大典型投诉案
例，提醒广大市民谨慎消费。本
报将陆续刊发这十大投诉案例，
为您揭开身边各种潜规则，帮助
您发现消费中的各种猫腻，增强
法律意识，安全消费。

工商执法人员对保健食品宣传材料进行检查。(芝罘工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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