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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城事

微微信信““搭搭桥桥””商商家家瞅瞅准准新新卖卖场场
朋友变商人，熟人经济也有不少烦恼

六部门联手

整治五类机动车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王
帅 ) 日前，威海市经信委、威海
市公安局等六部门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机动车安全隐患大检查。检
查重点排查五类车辆，针对机动
车生产、销售、改装等环节，检查
将在2014年2月底结束。

此次检查重点和排查对象包
括大中型客车、重中型货车、农村
面包车、校车、危险货物运输车五
类车辆，主要针对机动车生产、销
售、改装、检验、登记、维修、报废
等环节。

联合检查将集中排查不按标
准、不按规定生产动车，非法改
装、拼装机动车，为不符合条件的
机动车办理登记和检验，生产、销
售假冒伪劣机动车零部件，非法
回收和倒卖报废汽车等违法行
为。

检查分四个阶段进行，12月
中旬至明年2月10日为第二阶段
的自查整治阶段，各市(区)采取
明察暗访、突击检查、联合执法等
多方式，对机动车生产企业、改装
企业、车辆管理所、销售企业等进
行检查。

此次联合检查在2014年2
月底结束。

手机升级失败

维修竟被收费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李孟
霏) 市民孙先生买来手机之后，
因系统升级失败导致手机无法开
机，送到卖场之后却被告知要收
取维修费用。25日，经威海市工商
局12315维权中心调解，商家最终
为孙先生免费换了一部新手机。

12月初，市民孙先生在威海
一家商场花费2000元购买了一部
新手机。买来后第二天，他根据手
机的通知提示进行官方系统升
级，但中途提示失败后，手机便无
法开机。

孙先生随后找到了商场，寻
求解决方法。售后人员告诉孙先
生，因为系统升级失败，因此导致
手机故障，需要返回上海总部维
修，要收费800元更换主板。

“刚买的机器就坏了，还要我
付费维修，太不合理了。”一气之
下，孙先生投诉至12315维权中
心。

25日，经调解，商家最终为王
先生免费换了一部新手机。

策划统筹 李彦慧
本报记者 李孟霏

不知从何时开始，“扫一扫”成了当下的时髦
词。大到商场，小到摊点，微信经济正在威海很多
的商家之间火了起来。除了扫二维码之外，很多
市民也发现，微信的朋友圈似乎也成了新的网络
营销渠道。而对于这个新的生意场，消协的工作
人员提醒大家多个心眼。

扎小到摊点，大到酒店

“扫一扫”成了时髦词

“卷饼8元/张，扫一扫我们
的二维码就能送一个茶叶蛋。”
23日，张女士在市区光明路的
一家饼店买了一张8元钱的印
度卷饼，付款之后，店主指着门
口的一张小纸片，跟张女士介
绍，如果手机有微信功能的话，
用手机扫一扫纸片上的二维
码，便可以成为微友，免费获得
一个茶叶蛋。

店主王先生说，他们是
一个月前申请下来的二维码，

“通过网络申请，还是免费的。”
而消费者在扫描了二维码之
后，便自动将他们店加为微信
好友。“拥有了这些好友，我们
会将店里的折扣信息及时发到
微信上，更好地吸引他们来消
费。”此外，王先生还透露，他们
准备给所有关注他们微信的顾
客建立一个QQ群，方便进一步
进行业务推广。

无独有偶，22日晚间，市民
李女士在钦村路一家饭店内就
餐时发现，每张餐桌上都有二
维码的标志。店员向李女士介
绍，这些二维码的标签是十天
前贴上的，“只要是头一次用微
信扫描的顾客，我们的招牌菜
给出买一赠一的优惠。”李女士
随后用手机扫了一下桌子上的
二维码，这时微信提醒李女士
成功关注了这家饭店。“关注我
们之后，我们会及时将我们的
优惠信息发送给每个关注我们
的消费者。”店员说。

同样，新威路一家酒店自3
个月前，也在自助餐区贴出了
二维码。餐饮部的王经理介绍，
只要用微信“扫一扫”，便可以
享受10元钱的优惠。“原价是
109元/人，折扣价是99元/人，
一般大家口口相传的比较多，
推出之后，效果还是挺好的。”

扎朋友圈成生意圈 “熟人场”成经济网

“PRADA包包，专柜正品，
帮朋友销货，内部价。”一句简
简单单的描述，配上十几张照
片，在市民李女士的微信朋友
圈里，经常发布此类信息的好
友有好几个，而且都是她在现
实生活中认识的朋友。

身边的朋友成了微商，不知
不觉间，微信仿佛成了一个类似
淘宝的购物平台，做足了“熟人
经济”。但正是这种熟人间的生
意，让很多市民不敢贸然下手。

“朋友圈里都是自己认识
的人，如果通过自己的朋友购

买了相关产品，出现问题之后
怎么维权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啊。”市民李女士表示，尽管她
经常看到这样的信息，但是很
少出手购买，害怕出现纠纷是
她主要考虑的。

市民王先生认为，尽管现在

扫二维码加入微信可以给自己
提供更多的优惠信息，但加入这
些商家，反而让自己的朋友圈里
充斥着各种广告。“加入微信就
是为了让朋友圈更集中，更有针
对性，广告太多，就显得十分杂
乱，心里觉得很别扭。”

扎微商缺少销售主体 购买时要多加慎重

关注朋友圈推广信息的市
民都会发现，圈里的商品只有

“文字配图片”介绍，不仅价格
不透明、不显示销量，也没有对
商品的任何反馈信息。并且在
成交之后，交款方式也是先打
到中间人的手中，这看起来的
确有点不靠谱。

市民修女士就遇到过这样
的苦恼。12月初，她从朋友圈

里看到自己的弟弟在做代购，
就从弟弟那里买了一个价值
600元的高仿皮包，结果寄来
之后，质量却大打折扣，她想
退货，没成想竟和弟弟起了矛
盾。“弟弟说我找事儿，不给我
退货，我真是挺苦恼的，最后
吵了一架，最终货也没退成。”
修女士抱怨道。

针对像修女士遇到的此

类纠纷，具体该怎么避免，记
者咨询了环翠区消协的工作
人员。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缺
少销售主体，因此市民在遇到
微信购物所产生的纠纷时，的
确很难维权，“我们只对有销
售主体的商家进行约束调查，
如果是从微信朋友圈中间接
购买的，在出现问题后，维权
肯定比较难，而且正因为是熟

人经济，有时候可能有苦说不
出。”

此外，如果微信里的信息
涉嫌虚假宣传，也比较麻烦，

“朋友圈的人多是转发，到底转
发谁的也不清楚，出了问题维
权比较难。”消协工作人员建
议，市民在购买通过微信所推
荐的商品时，要留个心眼，不要
冲动消费。

光明路一家小摊点，店主将标有二维码的小卡片贴到宣传栏里。
记者 李孟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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