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为市民送维权“大礼包”
“3·15”到来之际，本报与多地工商质监部门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服务市民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蓝娜
娜 )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本报各市记者站针对
全省消费者普遍关心的食品、汽
车、装修等进行调查，揭露其中黑
幕。同时，积极联合相关职能部门
开展百姓维权咨询活动，邀请律
师现场坐镇，为百姓解惑答疑。

4S店作为汽车销售的一种特
许经营渠道，扮演着汽车保姆的角
色。然而，越来越多的车主觉得在

4S店花了冤枉钱，却没有得到好
的服务。13日，本报潍坊站记者联
系一家4S店的员工，揭露了4S店
鲜为人知的“猫腻”。原来一些店员
为赚取提成，频繁鼓动车主洗车、
保养；为牟暴利，小毛病被夸张成
大问题，“以换代修”成修车秘诀；
五六百元的座椅抬价到两千元，当
成真皮座椅出售。

一个炉子、一个铁盆，将一些
饭店废弃油熬煮后，就变成了人

见人恶的地沟油。就在有关部门
严厉打击的情况下，仍有人顶风
作案。近日，日照妇女司某正骑着
摩托车，想将4桶地沟油运送到小
饭店时，被警方抓了个现行。随
后，在警方的盘问下，司某承认自
己制作的确实是地沟油，制成后
以高出回收价2元的价格出售，并
指出制油窝点所在地。本报日照
记者以此为线索，与警方一起展
开深入调查，向读者揭露了地沟

油小作坊的内幕。
除了对各类消费事件的监督

调查，本报在多个城市还联合有
关部门开展3·15维权咨询活动。在
济宁，本报联合市文明办、工商、质
监等市直有关部门举办维权活
动。目前已受理消费者投诉3777
件，接受咨询15690人次。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107 . 8万元。泰安记
者站联合工商局、消协开通“天天
3·15”栏目，走进商场、超市、农

村、社区和校园，帮助消费者维权
近百件。在日照，本报记者针对百
姓关心的网购汽车、装修、房产等
消费问题，进行调查报道，并联合
工商局、质监局等部门举行活动，
成立“齐鲁晚报日照律师团”，为百
姓维权。聊城、菏泽等地记者站联
合工商局、消协、药检局、物价局、
烟草局等有关职能部门开展维权
咨询活动，现场为市民受理投诉，
宣传法律法规。

15 日上午 9 点半，本报联合
市工商、质监、药检、物价、商检、
烟草、卫生等有关职能部门，在
聊城市金鼎购物广场开展 3·1 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服
务活动，现场为市民提供咨询服
务、受理投诉、宣传法律法规。同
时，中国农业银行聊城分行工作
人员现场教百姓识假币，怡口家
水处理设备公司也将为百姓免
费检测水质。

今天教您

识假币测水质

日照站 记者走访最远乡村探寻食品安全真相

“孩子们，怪味食品好吃不健康”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董传
同) 由本报和德州市工商局联合
举办的“识假辨假进社区”活动今
年将举办四次。已经成功举办三
次，第四站也就是最后一站将在3
月19日进行。本报东营记者站也联
合东营市工商局、消费者协会举办
了教市民辨真假活动。

2月26日，“识假辨假进社
区”活动在德州市德城区的金
谷园小区正式启动。3月6日，活
动第二站走进岔河小区。3月13
日，活动走进萧何庄小区。随着
活动进行，活动承办方一直在
增加真假商品的数量，“苹果手
机”、汽车滤清器等高端的假货

被带到现场，真假商品数量累
计达到50多种。

“像这样分层的食用油是
不是假的？”东营市民王老先生
在活动现场见到展示的桶装食
用油后询问。对此，工商局工作
人员解释称，食用油分层是由
温度低造成的，属于正常现象。

在食用油真伪辨别上，正规厂
家 生 产 的 桶 装 食 用 油 封 口 结
实、平整，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信息明确，食用油被晃动后有
一定的黏稠度；假冒伪劣的桶
装食用油往往封口不严、容易
松动、做工粗糙，晃动桶时，食
用油黏稠度较低。

德州站东营站 联合工商人员展示数十种真假商品

帮市民炼就辨假“火眼金睛”

15 日至 16 日，本报济宁记者
站联合工商、质监等部门，在运河
城广场举办“ 3·15 ”维权活动。活
动现场向市民讲解各类食品、化妆
品、酒水等日常消费品的识假辨假
知识，并提供咨询服务，受理投诉。

讲解如何辨别

真假食品化妆品

3 月 15 日 9 时，本报菏泽记
者站工作人员与菏泽市消费者协
会工作人员一起走上街头，在菏泽
市城区天香公园、图书大厦等人流
量集中的地方设立 8 处会场，现场
接受消费者投诉和举报。

围绕今年 3·1 5 的主题“消
费与安全”，菏泽市消协也会在
现场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进社区宣传

预防传销诈骗
15 日上午 9 点，本报滨州记

者站联合滨城区工商局公平交易
局、滨城区质量技术监督局等单位
在滨州市东办事处政通社区开展
维权咨询服务进社区活动，活动预
计持续一个半小时。

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工作
人员将为老百姓现场讲解如何识
别假冒伪劣产品、预防传销诈骗，
解答老百姓关心的咨询和投诉，
并邀请 2 位擅长处理交通事故纠
纷、劳动维权、保险纠纷等方面案
件的律师，为百姓现场提供法律
咨询。

街头 8 处会场

帮您维权

走进校园

普及维权知识
3月15日起，本报泰安记者站

将与工商、消协一起，走进商场、超
市、农村、社区和校园等地方，为消
费者普及维权知识，现场接受消费
者咨询，受理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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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日照3月14日讯(记者 刘
伟) 今年“3·15”的主题是“消费
与安全”，在日照最边远的村镇，
人们的食品安全能否得到保障？
本报日照记者站派出四路记者，
分赴日照边界探访村庄食品安全
问题。东至东港区两城镇，西至莒
县夏庄镇，南至岚山区安东卫街
道，北至莒县东莞镇，寻找假冒伪
劣产品，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13日下午，本报记者与东港
区工商分局、东港区两城镇工商
所，前往两城镇中心小学和王家
滩小学开展以“关注食品安全，共
创和谐校园”为主题的食品安全
进校园宣传及执法活动。在两城
镇中心小学，孩子们一下课就被
宣传车上的各类“怪味”食品所吸
引，不少小学生甚至都以为工商
人员是来摆摊卖货的。

“这些都是好吃的东西，车
斗里面满满都是！”一名小学男
生说。这个小男孩今年读五年
级，据他介绍以前他经常会买这
样的小食品。当被告知这些食品
并不安全时，小男孩先是一愣，
笑着说：“那我以后就不吃了。”
一名女同学告诉工商工作人员，
她在离学校一百多米远的小超
市内买过这样的小食品。根据这
条线索，工商工作人员找到了小
超市，现场查处了“辣条”、“辣

皮”等百余包小食品。
工商人员介绍，这些小食品

都有过量添加食品添加剂、违规
使用化学物质的嫌疑。“这些食品
味道很浓，而且颜色比较鲜艳，包

装比较粗糙，长期食用将对孩子
的健康造成威胁。”日照市东港工
商分局消保科科长王殿军说。

此外，分赴其他三个边远村
镇的记者也联合当地工商所，对

莒县夏庄镇、岚山安东卫街道和
莒县东莞镇的食品安全进行了一
次实地探访，查获了一批假啤酒、
假可乐等假冒商品，还查处了一
批过期食品。

13 日下午，在日照东港区两城镇中心小学，工商人员正在给孩子们讲解“怪味”食品的危害。

泰安站 组织“天天3·15”开进超市社区

超市设“二道门”向消费者道歉
本报泰安 3 月 14 日讯(记者

李兆辉) 2 月 15 日，今日泰
山联合泰安市工商局、泰安市消
费者协会开通“天天3·15”栏目，
帮助消费者维权近百件。3月10
日，本报联合泰安市工商局和泰
安市消费者协会，开展泰安市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
大会暨消费维权“五进”活动，上
百家市直有关部门、公用事业单
位、行业协会及部分名优企业，
在泰安中百大厦设立宣传服务
台，教消费者维权小窍门。

2 月 19 日，市民李先生在泰
安大润发超市买完东西后，在超
市出口处被拦了下来，超市工作
人员在王先生的购物发票上盖章
后才让其离开。大润发工作人员
解释，在购物发票盖章是为方便
市民退换货。如果想退货，凭盖章
的发票才有效。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
乔建陆介绍，购物出门再验小票
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
在商场收银处付款取得所购物
品的所有权，此时商家已经完成

了物品的交付，已经不再对消费
者所购商品拥有所有权。购物后
商场工作人员再强行查验小票，
是商场为了自己的商品安全转
嫁给消费者的单方行为，实则是
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所有权和
人身自由权，是一种侵权行为。7
日，记者从泰安市消费者协会了
解到，泰安大润发就此事向消费
者致歉：“我店设置‘二道门’侵
犯消费者权益，结账后给发票盖
章的行为，给顾客带来的不便，
我店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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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泰安大润发超市因设“二道门”道
歉。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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