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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买保保健健品品上上当当走走上上职职业业打打假假路路
每月打假两次一年收入10万元，证据是维权关键

本报青岛3月11日讯（记者
陈之焕） 春节期间，市民刘女士
到云南旅游，花5万块钱买了一块
玉，带回青岛经朋友一鉴别是假
的，完全是人工仿做的。由于刘女
士轻信身边游客的推荐，从私人手
中购买，发票等一概全无，只能白
白吃亏上当。

近两年来消费者买珠宝被骗
的案例屡见不鲜，那么珠宝玉石购
买中存在哪些消费陷阱呢？全国著
名珠宝玉石鉴定专家、北京大学客
座教授孙新兴表示，玻璃或塑料仿
宝石在平常检测中是经常遇到的，
这类样品一般在销售时多以玉石、
宝石等含糊的名称来误导消费者。

本报潍坊3月11日讯（记者
赵松刚） 11日，潍坊市消协公布
2014年度代表性投诉案例，为消费
者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2014年10月20日，消费者窦某
向临朐县消协投诉，他在该县某品
牌专卖店购买了一台净水机，价格
6750元。安装调试后，连续多天均发
现水有异味，无法正常饮用。专卖
店上门检修也未解决问题。窦某要
求退货，双方协商未果。后经消协
调解，6750元购货款全额退还。

随着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到来，王明（化名）最近
也开始忙碌起来，他手里有2万元的问题产品等待处理和
理赔，用他的话说，这个时候更好处理些。王明今年50多岁，
是一家实体企业老板，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一名职
业打假人，平均每个月，他都要打假两次。

外出旅游被骗

5万元买块假玉

净水机不净水

用上后还有异味

本报记者 秦雪丽

2万元买保健品，吃了后病情加重
“刚开始对维权没有概念，

什么都不懂。”王明说，走上这
条路，源于一段经历。四年前，
王明身体不太好，肠胃经常不
适，到药店买药，被工作人员忽
悠买了2万元的保健品。“当时
工作人员称这个保健食品有很
多治疗功能，效果非常好。”王
明说，当时他对虚假夸大宣传
没有概念，听着好便买回家吃。

吃了一段时间，王明发现
自己的肠胃毛病没有治愈，反

而更严重了，疼痛难忍，最后只
好到医院进行了治疗。“这次消
费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王明
说，消费者懂得太少，而一些商
家又动歪脑子，消费领域太不
规范，甚至是混乱。

王明有一个实体公司，平
时都是家人打理，他比较清闲，
于是便开始翻阅大量法律书
籍，关注消法、食品安全法，并
从网上购买各种国家标准，开
始了自己的职业打假生涯。

食品服装是打假焦点，维权最重证据
王明说，在圈内，很多人都

把打假作为一种营生的手段，
他不完全是，但也注重利益。经
过四年的摸爬滚打，他练就了
一副“好眼力”，一年的打假收
入能有10万多元。

和很多业内人一样，王明
把打假的行业锁定在食品和服
装上面，这两个行业与百姓生
活密切，也经常出现问题。

“一般每个月都会做两
单。”王明说，在四年的专业打
假中，他也深切感受到维权的

不容易，“相对普通消费者，我
是比较专业，懂得如何搜集证
据，明白相关法规规定，但即使
如此，想要真正拿到赔偿并非
易事，很多时候即使选择走法
律程序，是否能立案也会遇到
很多门槛。”

“遇到问题，首先要做的是
搜集保留证据，这是必须的，这
也是消费者维权的关键点。”王
明说，他遇到过很多商家，在没
见到证据前都是强硬蛮横，而
面对证据，则判若两人。

瞒着家人打假四年，害怕他们担心
王明说，他不爱逛超市，

但自从打假之后，每周都要
去，甚至患上了职业病，超市
的每件商品、海报，他都会仔
细观察。去外地旅游、找朋友，
他也会在当地打假，很多工商
部门的人也认识他。

职业打假四年，但王明的
家人还不知情。“他们总问我
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只能
解释是送给朋友的。”王明说，
他买的这些问题产品，都是直
接放在地下室，存在一个大纸
箱里面，照片、发票、检测报
告、法院起诉书等这些维权材
料也是锁在抽屉里，不敢让家
人知道。

“这一行总是带有风险性
的，我不想让他们但心。”王明
说，打假中，他也曾遭到过商
家恐吓威胁，也听说过圈内人
打假的时候被打的事。对于职
业打假人，社会上也是褒贬不
一，“很多时候，一些职能部门
人员和商家都是戴着有色眼
镜来看我们，曾经有个人直接
指着我说‘干点啥不好，非要
挣这样的钱’。”

对于外界的非议，王明说
他并不认同，尽管职业打假人
身份尴尬，但职业打假人都是
根据相关法规维权索赔，赚的
都是法律规定的钱，合情合
理，没有什么不可启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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