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电视视上上削削铁铁如如泥泥，，买买回回家家露露馅馅了了
市民通过电视购物买了两套神奇刀具，结果想退货时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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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4日讯(记者 李静)
4日，开发区市民华女士向记

者反映，她通过电视购物购买了
两套刀具，广告说切骨头毫不费
力，可刀具到手后华女士发现，
根本没有电视上介绍得那么神。
她要求退货商家却一拖再拖，如
今华女士拨打对方电话已经没
人接听。

“电视上说切骨头、鸡、钢丝
都很容易，毫不费劲，没想到拿
到手以后根本就切不动。”4日，
华女士的母亲马淑杰拿着刀具
告诉记者，看电视广告时她就
想，要是有这样的菜刀以后干什

么都容易了。
“广告中还说货到付款，30

天之内不满意可以退货，当时想
实在不行大不了给他们退回
去。”马淑杰告诉记者，觉得刀具
还不错就让女儿打电话给订购
了两套。

“本来说是398元一套，后来
给我优惠，两套一共收费 5 0 0

元。”马淑杰告诉记者，第一次通
过电视购物买东西，见老板给让
利这么多就答应了。提供了地址
之后，不到两天的时间快递就把
商品送上门了。

马淑杰回忆到，收到快件是

2月13日，因为家里当天很忙活，
打开数了一下东西都够数，就把
钱给了快递员。没想到丈夫回家
以后，拿排骨试了试，根本就切
不动。

“不仅切不动骨头，连材料
都不是他们说的钢。”华女士的
父亲华正飞告诉记者，广告中说
刀是铬钢的，可他拿了一块磁铁
靠近刀具，磁铁一下就被吸上
了。

当天晚上，华女士便打电
话给商家要求退货。华女士告
诉记者，刚开始工作人员态度
还不错，说是给记录下来，然后

向上级申请，有了处理结果会
给回电话。几天过去了，华女士
一直没接到客服的回复。华女
士再次致电，得到的是相同的
回复。

华女士告诉记者，根据广告
上提供的电话，她打了好几个，
期间有一个显示“0531”区号的
座机给她来过电话，问她是不是
可以换成其他的商品，华女士坚
持退货，对方还是以“上报领导”
为由，让华女士等消息。“来来回
回打了不下10次了，开始态度还
不错，后来就很差了，现在干脆
就不接电话了。”华女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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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商家所在地

工商部门投诉

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当时
订购刀具的电话和给她打电话
的座机号码，记者多次拨打商家
电话，接通后，其中一部电话语
音提示“对不起，您要的电话
忙”，其他两部均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咨询了工商相关
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
商家销售的商品并没有达到广
告中宣传的效果，材质也并非宣
传中的材质，就有可能涉及虚假
广告宣传，消费者可以向相关部
门进行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华女士
的情况涉及到了异地维权。销售
商品的商家并不在烟台本地，而
烟台工商部门只能管辖本地的
企业，无权管辖其他城市的企
业，所以华女士可以到商家所在
地的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姜黎明

记者在工商部门了解到，随
着参加电视购物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电视购物导致的消费纠纷也
越来越多，整个市场一直存在维
权难、监管难的现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电
视购物维权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个是缺乏购物凭证。通过电视
购物买到的商品，很多商家并不
提供发票、收据、“三包”证明等凭
证，一旦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消费
者维权难度很大。

消费地域分散也成为消费
者维权难的一大障碍。由于电视
购物大多是异地交易，一些消费
者发现问题投诉时，根本找不到
卖家。电视购物的商家是不固定
的，不需要像现实中的商家一样
进行工商登记，大多电视购物的
运营商也不要求提供负责人的
真实姓名，所以消协等部门很难
受理主体不明的纠纷。

维权成本过高，致使不少被
侵权的消费者最后只能忍气吞
声。许多电视购物，特别是异地
消费，为了几百元或者几千元的
物品，消费者耗费不起人力、物
力、财力，只有选择放弃维权。工
商部门提醒市民，选择电视购物
一定要谨慎小心。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姜黎明

工商提醒

电视购物缺凭证

异地维权难度大

据了解，济南市工商
部门曾查处过一起电视
猜谜骗局。据调查，这种
节目并非现场直播，而是
提前录制好再播放。为了
不让观众看出破绽，这类
节目通常频繁更换内容
和竞猜方式，其最终目的
无非是想方设法套取观
众话费。

负责处理的工商部

门人员说，有奖猜谜电话
只要一拨通就开始计费。
观众支付的基本通讯费
和信息费最终由节目制
作公司、S P企业 (增值电
信运营商 )、基础电信运
营商和电视台根据协议
分成。

据 了 解 ，早 在 2 0 0 5

年 ，广 电 总 局 就 下 发 通
知，要求对电话和手机短

信参与的有奖竞猜类广
播电视节目进行管理。通
知明确指出，广播电视播
出机构开设电话和手机
短信参与的有奖竞猜类
节目，不得以高额奖品和
奖金迎合或诱发听众、观
众的投机、博彩心理；少
儿节目的电话、短信参与
的有奖竞猜类节目，奖品
不得采用现金形式。

拨拨个个电电话话，，猜猜谜谜领领大大奖奖？？

别别相相信信，，它它钓钓的的是是通通信信费费

虚假广告发布者

承担连带责任
新《消法》中规定，消费者因

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
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
经营者要求赔偿。

有消费者反映某电视台二套
晚上10点左右有个关于治风湿的
奇骨胶囊广告，查看该产品，只有
食准字号，却在宣传疗效功能。经
查，该广告中的奇骨胶囊并非药
品，属保健品，关于治疗风湿病的
疗效属虚假宣传。

据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针对虚假广告充斥电视节目、
明星代言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等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造成消费
者损害的，新《消法》做出相应规
制，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与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

解读新消法

电视购物

七大骗术
骗术一：虚假宣传。例如，某

电视购物广告宣称的足金项链，
实际是镀金项链，“钻石”只是一
些人工玻璃制品。

骗术二：偷天换日。例如，用
PD(钯金)饰品冒充PT(铂金)饰品，
对产品的某些概念进行偷换。

骗术三：霸王条款。例如，消
费者购买的优惠商品出现问题
后，有的条款规定不得退换货；
商家在出售打折商品时，服务卡
上有最终解释权等规定。

骗术四：低价促销。例如，广
告宣称手机便宜，但却是翻新机
或水货；商家以低于市场正常价
格促销某种商品，消费者购买
后，产品无法进行正常的联保。

骗术五：频打“太极”。把消费
者拖得筋疲力尽，最终放弃维权。

骗术六：隐藏地址。不向消
费者透露公司地址，而且很多电
视购物公司连注册的地址都是
假的。

骗术七：委托生产。一般来
说电视购物公司从来不自己生
产产品，如果决定要做某类产
品，就随便找个厂家委托生产，
而委托发布广告的可能就是另
一家公司了。

本报记者 李静 整理

相关链接

本报3月4日讯 (记者
王永军 ) 市民邹先生前几
天参加了某卫视播出的猜谜
有奖活动，本来说好的大奖
没得到，却白白损失了50多
元通信费。

“2月21日上午10点多在
电视上看到的。”家住牟平的
邹先生当天上午在家看电
视，电视剧播出的间隙，出现
了一个猜谜有奖的活动，奖
品还挺丰富，是3000元现金
和一部三星手机。

邹先生说，节目中一位
女主持人出了一个字谜：“两
点十八，饿了找它。”并给出

了提示，两点十八代表这个
字怎么写，饿了找它是指它
代表的东西。女主持人说这
个字笔画不多，很常见，大家
都会写，而且这个东西生着
不能吃，做熟之后是我国最
常见的食物。

邹先生告诉记者，其实
这个字应该是米，他一下子
就猜出来了，但是女主持人
一直说没有人有正确答案，
并不停地在计时，希望有人
赶紧拨打电话。

期间有几个人拨打了电
话，结果都猜错了，看着大奖
这么容易，邹先生就拨打了

电话，对方告诉他猜对了，电
话一直接通了20多分钟。

“后来才觉得是上当受
骗了。”邹先生介绍说，回头
手机接到一条短信，提示卡
上余额不多。经过查询，邹先
生发现自己50多元的电话费
没了，后来才觉得那是一个
骗局，利用大奖骗取市民的
通信费用。

邹先生告诉记者，播放
猜谜节目的电视台在外地，
为了这几十元钱去外地维
权，显然也不实际，希望给市
民提个醒，不要轻易相信这
类节目，以免上当受骗。

相关链接

大奖诱人，很多节目是录播

广广告告中中介介绍绍菜菜刀刀是是铬铬钢钢的的，，可可磁磁铁铁被被牢牢牢牢吸吸在在上上边边。。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静静 摄摄

消费提醒

加强项目安全管理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张军苗 王雪奇 ) 近日，国
网蓬莱市供电公司全面梳理工程
现场，自觉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组织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及
时解决项目复工前的安全问题，确
保项目复工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国网蓬莱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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