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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33··1155，，质质监监部部门门现现场场鉴鉴宝宝，，千千余余““宝宝贝贝””三三成成为为假假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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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5日讯(通讯
员 蒋建华 记者 董海
蕊 ) 买家具没有索要说
明书和相关检测材料，使
用家具时出了问题，顾客
遭遇索赔难。15日，市北工
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
买家具时，要主动向家具
商索要家具说明书，一旦
家具出现质量问题，可以
按照说明书进行质量检
测。

市民张女士反映，她
于2008年买了一套精装住
房，房屋交付后，一年后订
购了一套品牌家具。当年7

月，家具商将家具送到了
新房。“因为当时正怀孕，
我们就没有住进新房。”张
女士说，2010年1月份孩子
出生后，张女士一家搬进
了新房，但是放置家具的
卧室内有一股味道，一家
人只好搬回旧居。“房子一
直都通风，怎么还会有味
道呢？我们怀疑是家具的
原因。”张女士说，随后他
们联系到家具商要求进行
退货。但是家具商坚持认
为家具质量合格，张女士
新房卧室内的味道并非家
具所致。几经交涉无果，去

年9月，张女士请青岛市质
监局工作人员对新房进行
空气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张女
士的新房中只有放置家
具的卧室内甲醛超标。带
着检测结果，张女士找到
家具商，但家具商称，要
想退货只能通过板材检
测证明确实是家具的原
因，否则还是不能退货。
而张女士买家具时没有
索要说明书，对这套家具
的检测标准毫不知情。出
于这种顾虑，家具一直未
能退货，新房也只能继续
空着。1 4日，张女士投诉
到市北工商分局，工商人
员称，他们会派专人到张
女士家进行检测，帮助张
女士进行调解。

工商人员称，由于市
北区内有大量家居建材市
场，家居建材类消费纠纷
不断增多，投诉主要涉及
家具质量和订购家具定金
两方面。工作人员称，消费
者购买家具时，首先要索
要家具说明书，说明书上
标有该家具的各项检测数
据，万一家具出现质量问
题，可以方便进行检测。

没要说明书，

问题家具难退货

搞好计生工作，宣传是必不
可少的一项。但究竟怎样宣传才
能让群众普遍接受且更好地遵
守计生政策？胶州市阜安街道办
事处胜利村计生协会给出了很
好的答案。

每年三八节，该村计生协
会、妇联都要举办文艺演出活
动。借助这一平台，该村计生协
会都要通过演节目的方式来宣
传计生政策，效果明显。

去年三八节，阜安街道办事
处胜利村计生协会会员表演的
小品《重男轻女全错了》，以两对
夫妻生孩子为背景，告诉人们

“重男轻女是不对的”这样一个
浅显的道理。小品不仅诙谐幽
默，而且极赋教义，获得了领导
及群众的好评。随后这个节目参
加了胶州市计生局和青岛市计
生委的多次演出，引起了轰动，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在去年演出获得成功的基

础上，今年，该村计生协会又把
一个小品奉献给了广大观众。

三八节前夕，由该村计生协
会和村妇联联合举办的2012庆三
八文艺演出在村人口学校隆重
举行。村两委成员及协会会员代
表、妇女代表二百多人观看了演
出，村党委书记、主任、协会会长
赵晓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祝愿演出成功。

此次演出的节目主要有歌
曲、舞蹈、小品等，但每个节目编
排得都十分精彩，其中，由该村
计生协会会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小品《非诚勿扰》，再次获得成
功，再次引起轰动。多家媒体纷
纷予以报道，胶州电视台予以全
程录制。

小品《非诚勿扰》，以该村青

年相亲为背景，向广大观众展开
了一幅新农村青年男女搞对象
的生动场景。八位业余演员将党
和国家计生政策、本村《村规民
约》以及个人才艺巧妙进行穿
插，既严肃紧凑，又滑稽搞笑，现
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

演出结束，村党委书记、主
任、计生协会会长赵晓东同全体
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随后采访中，该村计生
协会秘书长张燕不无感慨地
说：“近几年来，我们胜利村的
计生工作之所以取得不错的成
绩，与村两委重视计生宣传工
作是分不开的。我们始终在探
索计生宣传的方式方法问题，
实践证明，计生文艺演出是搞
好计生宣传的有效方式之一。”

(薛庆忠 张燕)

今年以来，
胶州市行政服务
中心质监局窗口
以机关作风提升
年活动为载体，
积极为申办人提
供便利服务，受
到企业的广泛好
评。随着组织机
构代码信息在国
税、地税和银行
等部门的广泛应
用和共享，该局
对审批流程、审
批环节、办理时
限等进行全面梳
理，方便快捷地
为申办人提供优
质服务。

(冷建云)

胶州质监局转作风

提供优质服务

胶州阜安街道胜利村计生协会举办庆三八文艺演出

真坑人！

15日，在鉴定现场，青岛市质监局工作人员正在给市民鉴定玉镯子。

价值近万元的和田玉籽料竟是大理石、玻璃
也能冒充翡翠……15日，青岛市质监局在宁夏路
进行宣传服务活动，珠宝玉石鉴定台前挤满了
人，现场鉴定的1100件物品中，有三成是假货。

大理石冒充和田玉

15件宝贝仅5件是真货

15日上午9点，黄金珠宝
饰品检验台前，被围得个水
泄不通，有的人带着包装好
的玉石找专家鉴定，也有的
现场从手上和脖子上摘下玉
石首饰来鉴定，结果是有人
欢喜有人忧。

市民刘女士和孙女士结
伴前来，并带了另一个朋友
的玉石挂件，总共15件，翡翠

镯子、和田玉镯子、项链、手
链、吊坠应有尽有。但可惜的
是翡翠与和田玉的镯子都是
假的，是大理石冒充的，而一
些所谓的翡翠镯子、项链吊
坠等也都是经过染色、注胶
的。只有玛瑙镯子、岫玉手
镯、紫晶戒面戒指等5件物品
是真的。

刘女士介绍，这几件真

的都不太值钱，也不大好看。
而她一直当成宝贝的和田玉
与翡翠镯子居然都是假的，
让她很不好受。“越是好看
的，假的成分越大，而一些丑
陋的则无需造假，往往是真
的。”黄金珠宝检验站站长刘
平说。

不过，虽然假货挺多，现
场也验出了不少真货。陈女

士带了两件和田玉挂件，经
专家鉴定为真货，陈女士高
兴得合不拢嘴，原来这是女
儿在大学期间从生活费中省
下了3500元买的。还有一位市
民在地摊上花50元买了个翡
翠吊坠，经专家鉴定也是真
的，不过属于天然翡翠较低
等级，现在售价也得五六百
元。

1100件珠宝三成是假货

假珠宝率逐年减少
刘平介绍，随着宣传

力度加大，现在不少市民
购买珠宝玉石越来越谨
慎，假珠宝率也慢慢减少，
前几年曾达到50%。现在，
市民拿来的多是翡翠、和
田玉、猫眼、象牙等物品，
一般假的都是在旅游点买
的，还有不少是商场搞活
动抽奖赠送或者以打折价
格购买的物品。

据悉，图便宜淘到的多
数是假货，而有些市民在商
场购买的翡翠是假货，则是
因对翡翠知识不了解。刘平
介绍，商场标签上经常写着
翡翠、翡翠(处理)，很多人误
以为翡翠(处理)是一种便宜

货，或者减价处理的商品，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翡翠
(处理)也是通常说的B货和C

货，前一种经过了酸洗和注
胶，后一种则经过了染色，
购买时一定要认清到底是
不是天然翡翠。

在15日的活动中，珠宝
是个热点，珠宝主要集中在
和田玉和彩色宝石上，合格
率70%，问题主要是用大理
石冒充和田玉、山料染色冒
充籽料、岫岩玉冒充翡翠和
玻璃冒充彩色宝石等，也有
一些老年消费者在旅游途
中，经不起导游的忽悠而花
高价购买了劣质翡翠的情
况。

商场抽奖产品糊弄人

挂件镶金，指甲一刮就掉

学生小刘在现场鉴定一
个金镶玉的佛挂件，她称是
在青岛某商场购物时，由于
满了一定额度参与了商场抽
奖，中了二等奖，以五折的价
格花2000元买了这个挂件。但
是经刘平鉴定，玉是真的，但
是金佛上只有表皮的一层镀
金，用指甲一刮就能刮掉，这
种东西在其他地方也就300多
元。小刘一听非常难过，当时
觉得中了二等奖，可以以五
折价格购买，又是正规商场，
以为得了便宜。

另一位市民也买了类似
的金镶玉产品，她称是花了
600元，当时是中了商场的特
等奖。刘平介绍，这种情况维
权较难，因为物品和发票、证
书上完全相符，只是价格高
得离谱，所以提醒消费者尽
量不要相信中奖等信息，或
者购买产品时找个明白的人

看看，以免高价买次品。
而另外一位市民则拿着

妹妹赠送的一个宝石戒指、
一个手镯来
鉴 定 ，称 是
妹妹去新加
坡旅游时购
买 的 ，但 经
专 家 鉴 定 ，
宝石戒指是
合 成 宝 石 ，
手镯也是普
通 的 石 英
岩 。刘 平 提
醒 ，随 着 宣
传 力 度 加
大 ，现 在 在
旅游景点买
珠宝玉石的
少 了 ，买 玉
石还是要去
正 规 地 方
买 ，而 且 要

在发票上写明，服务员说是
什么东西，都要标注，保留好
证据，可以到相关部门检测，

和发票不一致就可以投诉。
如果不写明，发票上写了一
套，说的又一套，不好维权。

15日，青岛市质监局工作人员正在给市民鉴定珠宝首饰。

文/本报记者 孟艳 片/本报记者 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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