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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坑害消费者的事情不
断上演，这固然与不良商人的从商
观念、商业道德滑坡有关，也与有
关部门监管不力有关，但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消费者普遍缺
乏一种较真精神，没有一种不吃

“哑巴亏”、不做“冤大头”的理直气
壮的维权观念和行动。

笔者身边有这样的例子，有
位外来务工人员，买火柴时，发觉
火柴盒里只有半盒，便与商店争
论，并且将店主告到工商部门，结
果这位消费者获得赔偿，而店主

也受到相应处罚。
其实，这些坑害消费者权益

的事情几乎时时上演，我们每个
人也都遇到过，但是，能够像上述
消费者那样勇于维权的并不多。
许多人总是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考
虑，或者认为几角钱微不足道，不
屑与店主争论，或者暗暗地骂一
句“坑爹”解解气，然后打道回府。
而许多不良商人，正是看准了消
费者这种不与之较真儿的无所谓
的态度，才敢于屡屡伸出黑手，将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业”进行到

底。
假设人人都喜欢较真，一旦

受到侵害，就积极维权，一方面
与卖家交涉，一方面通知相关部
门，制造一种轰动效应，使不良
商人、黑心店主暴露在众目睽睽
之下，诚信尽失，名誉扫地，那
么，就能逼他们不敢侵害消费者
的权益。假如形成气候，形成一
股维权热潮，那么，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现象，就会成为过街老
鼠，届时，消费者才能真正成为

“上帝”。

消费权益受侵犯，要敢于较真
□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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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的消费观害人匪浅
□董从哲

3·15 期间，很多人关注的
是消费者权益被商家坑害。我
觉得，很多消费者权益的丧失，
和他自身的消费观念关系很
大，也就是说，吃亏上当，很多
都是自找的。

走到济南的大街上，你随时
能看到一些商家明显是在哄你
玩，给你下套子：“住在这里，你的
生活让别人仰视”，“××××，身
份的象征”，“最后×席，抢到了就
是赚到”……我觉着，这些商家如
此哄人，简直是不把消费者当大
人看，可是后来才发现，一些消费
者确实有小孩子似的消费观念。

研究一下这些商家的说辞，就
让人觉得特别恶心。住在他那里，

生活就被别人仰视了？别人仰视你
什么呢？你一生是生活给其他人看
的吗？拥有了××××，你就有身
份了吗？你特别需要什么东西来证
明身份吗？最后×席，抢到了就是
赚到，他这么“好心”诱人，实际情
况是没有人抢还是很多人在抢呢？
如果没有人抢，他卖的东西以前一
直是保密得很，没有人知道吗？如
果已经有很多人在抢了，他干吗还
花钱鼓动更多人凑热闹呢？

其实我们见过很多类似的
商家的鼓动词儿，潜台词都只有
一个，抓紧来吧，我们欢迎你愚
昧地冲动地消费一下。但我又
想，精明的商家既然这么赤裸裸
地“哄大人玩”，一定不觉得十分

肉麻，而是有趣又有利。原因很
明显，确实有一批“大小孩”活跃
在市场上，而且傻钱多多。现实
总是给他们继续这么肉麻的勇
气：自己的车并不属于豪车，却
非得贴上个假牌子招摇过市；在
城市里根本跑不快，非得将消音
管子摘了冒充跑车嗓门；手机并
不是收藏用的，但只要某牌子有
新 机 型 出 来 ，他 排 队 也 得 去
买……

其实识破商家的“哄”，避免
幼稚消费也很简单，那就是看看
这次消费是否夹带了其他因素：
临时冲动的，虚荣炫耀的，目的
模糊的……没有这些因素的购
物，后悔的可能性就少多了。

【老董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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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卡就近行吗

@付黎明：公交公司在济南
很多地方都有网点，充值办卡都
很方便，办卡押金也由原来的 30

元改为 10 元。美中不足的是这些
网点不能退卡，退卡需要去总公
司，那些距离总公司较远的人就
感觉很麻烦，希望公交公司在各
个网点能开通退卡渠道。

开业吓人啊

@蓝妮河：东郊一家新商店
开业。店主为庆祝开业大吉大利，
在门口的马路边放起了鞭炮和礼
花。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吱吱响
的冲天而起的礼花，惊得人们四
处躲避，连路边停放的那些车也

“吓得”一个劲“叫”。鞭炮放完，忽
地一阵风来，把鞭炮屑吹得到处
都是。

杠子头话题征集

11 日，本报联合济南市城管
局发出倡议，倡议市区沿街单位
积极开放自家厕所，给有需要的
路人提供方便。倡议发出第二天，
共有 50 余家单位积极响应，要免
费开放单位内部厕所。

您对“倡议市区沿街单位积
极开放自家厕所，给有需要的路
人提供方便”有何看法及建议，请
您来抬杠。参与方式：加入 QQ 群
1 0 7 8 6 6 2 2 5 跟帖，或发邮件至
qlwbjzx@163 .com，也可登录微博
齐鲁留言。杠子头将获现金 100

元奖励。

删帖现象凸显

消费者弱势地位
□陈立新

3·15 期间，企业纷纷启
动危机公关，各大网站的“删
帖”价格水涨船高。据报载，专
业网络删帖公司删除一条普
通帖子起价已到 2000 元，最
高可到 3800 元。删了帖子，企
业的“ 3·15 危机”也就在很大
程度上度过了；可如此一来，
势必损害消费者作为社会公
众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权
利。

删帖的出现，首先是由于
网络监管的不力，从而让见利
忘义的商人和牟利至上的网
络公司有机可乘。

其次，维权扎堆现象导致
了删帖价格水涨船高。维权并
非只是 3 月 15 日前后的事
情，而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化、

长期性的监管。虽然政府在消
费者权益保护上大下工夫，可
是目前出现问题依旧常常停
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
阶段。3·15 本意是体现对消
费者权益的重视，却变成了申
诉维权的火爆日。消费者意识
到：到了 3·15 ，问题就好解
决；过了 3·15，恐怕就没人再
管这些事。如此一来，3·15 删
帖价格能不井喷？

从根本上来说，删帖现象
反映出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买
到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者要自
己花钱做技术鉴定，还未必能
找到权威部门；出现问题，消
费者消耗年余仍然不能得到
满意答复。而如今，消费者网
络言论的权利还要被企业以
删帖的方式剥夺。由此可见，
消费者维权任重而道远。


	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