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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李宝
然 姜海姣 通讯员 郑青
袁墩鹏 刘晓军) 市民王某在
五莲新买手机里有13个陌生电
话，市民杨女士在莒县新购手机
仅用两天触摸屏就漆黑一片。两
人找到手机经营者要求退款均
遭拒绝。如何避免买到“问题”手
机，日照市消协为您支招。

案例一

新买手机有陌生号码

1月3日，王某在五莲县一手
机行购买了一部新手机。回家后

他开机发现这部手机的联系人
名单里已经存有13个陌生的电
话号码，并且已拨号码的通话时
间也有8分15秒。

另外这部手机在去年10月13

日还载入了4个音乐文件，都不
是手机自带的品牌宣传音乐。王
某怀疑这部手机是翻新手机，于
是他到手机行要求解释并退货，
但是遭到拒绝。

2月27日，王某到五莲县工商
局12315进行投诉，经12315工作
人员现场调解，经营者同意了王
某的要求，全额退货退款并向王
某道歉。

案例二

千元手机触摸屏漆黑

无独有偶，莒县的杨女士新
购买的手机仅使用两天触摸屏
就漆黑一片，难道这就坏了？

2月8日，杨女士以1099元的

价格在莒县县城一手机店购买
了一部手机，可谁知才使用两天
就出现手机触摸屏漆黑一片、短
信不能发送等问题。

2月11日，杨女士发现情况更
加严重，怀疑是手机质量问题，
于是当天向经营者反映，要求退
货，经营者说要与厂方联系后再
说。

2月13日，杨女士仍不见经营
者有回音，于是她再次找经营者
交涉，经营者却以种种借口拒绝
退货，只同意联系厂家予以维
修。杨女士自行协商未果，于是
到莒县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
科申诉，要求调查处理。

该科工作人员接到杨女士
申诉后，立即查看这部手机的
购货凭证及产品说明书，向手
机经营者询问了相关情况，确
认杨女士申诉的情况属实。经
调解，经营者同意全额退还杨
女士购机款。

眼下天气转暖，市民纷纷进行换季
大采购。近来工商部门接到不少关于商
家促销活动的投诉。莒县工商局消保科
发出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打折
商品时，要货比三家，慎重选购，提防以
下促销购物陷阱。

一是先涨后降，价格欺骗。个别商家
利用打折，将部分商品价格先调高再降
低，或仅张贴醒目标示“促销”，折扣前后
价格未明显标示，诱导消费者购买，名为
打折实则欺骗顾客。

二是打折商品，概不退换。一些顾客
购买打折商品，使用发现质量问题或性
能故障要求商场退货、换货时，商场却以

“打折商品概不退换”的借口逃避自身责
任。根据规定，打折商品也要保证质量，
因此商家不能以“打折商品概不退换”为
由，拒绝为打折商品实行“三包”。

三是购物返券，诱导消费。购物返券
是比较流行的促销手段，如买100元送30

元券。甚至这些礼券被规定只能购买特
定商品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才能使用。结
果消费者不但要计算怎样花，还要寻找
赠券所能购买的商品，商家通过买了送，
送了买，以循环滚动的方法诱导消费者
多买。

四是奖赠商品，标识不全。打折促销
时，一些商家采用有奖销售、买一赠一等
方式吸引消费者。赠品往往标识不全，消
费者想了解赠品质量信息却比较难，全
凭促销员“一张嘴”，此外由于是免费的，
一些消费者往往不加注意。

记者 姜海姣 通讯员 陈淑娥

促销有猫腻

工商来揭秘

为吸引社会力量强化食品安全监
管，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莒县
工商局近期在莒县城区和各乡镇地段设
置约30个“食品安全举报箱”，及时受理
市民对食品违法经营的举报。图为工商
人员正在悬挂举报箱。

本报通讯员 魏代峰 摄

举报箱上岗

三方法避免买到问题手机

3月5日，记者从日照市消费者协
会了解到，像王某和杨女士这种手机
问题他们已经遇到过多次。“我们一年
接到十件左右的问题手机投诉。”

日照市消协提醒，买手机时一要
查验手机上是否贴有“进网许可”标
志，手机配件是否齐全并确保是厂家
原配，确认经销商的保修承诺是否与
厂家的保修承诺一致。

二要检查一下手机内存的内容、
包括电话本和其它文件夹的内容，确
保手机是初始化使用状态，避免买到
二手手机。

三要索取发票和保修卡，并要求
商家在发票和保修卡上填写清楚手机
的品牌、型号、入网证号和序号，并且
要检查商家出具发票所盖的公章是否
与商家店名相一致，避免商家在手机
出现问题时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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