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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社区消调委

消费“和事老”

本报3月3日讯 (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张少宝 ) 近
日，山东省商务厅公布了《第
三 批“ 山 东 老 字 号 ”企 业 名
录》，全省共有79家企业被认
定为第三批“山东老字号”企
业。其中德州市共有10家企业
入围，加上此前的12家，截至
目前，德州市已有22家企业获
得“山东老字号”头衔。

10家企业具体包括：德州

傻小二康健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商标为“傻小二”)、平原人家
酿酒厂 (注册商标为“平原人
家”)、禹城福合居扒鸡店(注册
商标为“福合居”)、王家园子清
真食品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

“王家园子”)、沈氏扒鸡有限公
司(注册商标为“沈氏”)、齐河
县玉皇阁酿酒有限公司(注册
商标为“玉皇阁”)、德州鸿熙居
布袋鸡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

“鸿熙居”)、齐河县姜杰植物油
脂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为“姜
杰”)、临邑永新食品有限公司(注
册商标为“邢记百年”)、德城区
崔记扒鸡加工店(注册商标为

“崔记”)。
据了解，为了传承保护传

统文化，做好“山东老字号”发
掘和保护工作，山东省商务厅
自去年9月份即启动了第三批

“山东老字号”推荐认定工作，

凡在山东省境内依法登记注
册的法人单位，拥有世代传承
的产品、技艺和服务，具有鲜
明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
认同及良好信誉的品牌，均可
参加推荐认定。

经过企业自愿申报，各市
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和省内专家
评审，山东省共有79家企业入围
第三批“山东老字号”企业。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杜

超 ) 天气转暖，新上市
的春装开始热卖，临邑
县的刘女士买新款春装
却买到了去年的秋装。
近日，临邑县消协成功
调解一起欺骗消费者的
纠纷，为消费者挽回了
损失。

据了解，刘女士在
一家商场看中了一款外
套，试穿以后觉得也比
较合适，询问营业员能
否打折时，营业员指着
衣服下面标着“新款上
市”的牌子说，这款衣服
是今年新上市的春装，

按衣服标牌上的价格销
售，不打折。刘女士觉得
挺好看，又是新款，便按
照衣服标价的599元付
了款。

几天后，刘女士向
同事介绍自己购买的
衣服，同事却说自己去
年就试穿过这件衣服，
还说这件衣服是去年
的秋款，刘女士觉得事
有蹊跷，就在网上搜了
一下衣服的货号，没想
到真是去年的秋款，而
且网上的价格只有标
价的一半左右。刘女士
觉得她上当受骗了，就
拿着衣服到商场要求

退货，营业员却以超过
七天概不退换为由拒
绝了刘女士的要求，经
过多次交涉都没有结
果，刘女士只好来到消
协投诉。

临邑县消协受理投
诉后，来到该商场了解
情况后得知，该商场觉
得这款衣服卖得不错，
款式也没有过时，但旧
款卖不上价格，就想出
了把它当作新款春装销
售的主意，没想到被刘
女士发现了。最终经过
消协调解，该商场承认
了这一事实，并退还了
刘女士599元钱。

商场促销故意欺骗顾客

“去年的秋装”说成“今年的春装”

3月1日，山东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厂区内举行了开
春以来的第一次火情演练，以保障安全生产，并实行“若现火
情总经理就地免职”的安全生产政策。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

演练

省商务厅公布新一批认定名单

1100家家企企业业挂挂上上老老字字号号招招牌牌

本报3月3日讯(记者 刘振) 近日，
德城区市民朱先生在一家服装专卖店
购买了一张价值 2 0 0 0元的西服购物
卡，打算过段时间为家人买一套西服，
当时工作人员口头告知他，如不需要
购买时可全额退款。没想后来去退卡
时，专卖店以购物卡超过1 0日期限为
由拒绝了。无奈之下朱先生只好来到
新湖街道办事处消费纠纷专业人民调
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经过新湖消调委工作人员调解，
服装专卖店退还了朱先生购买的购物
卡款1950元，并回收了购物卡，朱先生
承担专卖店因退款与总公司产生的相
关费用5 0元。作为全市首家社区消费
纠纷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新湖消调
委自去年1 2月份成立以来，共调解纠
纷6 2件，调解成功6 1件。目前，新湖消
调委配备了20多名持证上岗的人民调
解员，设立了“一委两室”，由新湖司法
所、建设工商所、罗南社区居委会、鑫大
公律师事务所及辖区内热爱调解工作
的居委会人员组成，负责本辖区消费
纠纷领域人民调解工作，方便社区居
民进行消费咨询投诉。

“可处理的消费纠纷类型很多，小到
一针一线，大到房子汽车。”建设工商所
所长王奎江称，从受理的纠纷案例看，沿
街门市多是消费纠纷的高发地，儿童
食品、美容业、手机、优惠卡和消费卡
等都是常见的纠纷热点。曾有市民投
诉一家沿街门市的馒头含有增白剂，
工商所垫付了300元让质监部门给两个
馒头做鉴定，鉴定结果证明馒头并没有
添加增白剂。

近日，城区很多市民都在用软件打车。3日下午，在康博大道，出租车王师傅最近每天通过打车
软件能接到三、四十单业务，挣钱多了，减少了跑空车的现象。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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