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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一：警惕商家发布虚
假打折信息。“有的经营者在集
中促销活动中将商品先提价，
然后再打折促销；有的先低价
打折吸引消费者关注，后以无
库存为由不予销售；有的不如
实全面披露促销活动规则，诱
导消费者盲目消费。”省工商局
副局长朱昆峰介绍，看到“特价
销售”之类的促销字眼，不少消
费者往往头脑发热，大量囤货，
结果常常上当。

朱昆峰介绍，对此，规定对
网络集中促销进行了规制，要
求作为集中促销的组织者第三
方交易平台，如发现商户有违
法违规行为，可以停止对其提
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并予
以公示。

警示二：别信“销量第一”

“全网最低价”。“一些网络经
营者使用‘全网价格最低’、

‘史上最低价’、‘销量第一’、
‘排名第一’等违反广告法规
定的用语开展广告宣传；还有
的网络经营者发布违法有奖
促销信息，吸引消费者参与，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朱昆峰
介绍，规定明确，网络集中促
销时，附条件的促销广告，应
当将附加条件在促销广告页
面上一并清晰完整表述。禁止
采用虚构交易成交量和虚假用
户评价等不正当手段进行促
销。

警示三：预售商品同样适
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在“双十
一”前期，淘宝等多家商铺往往
启动预售式促销或者众筹式促
销。去年，一些电商就明示“预

售商品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换
货服务”。对此，朱昆峰表示，规
定明确要求，第三方交易平台
不得采用格式条款设置定金不
退、预售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
由退货、自行解释商品完好、增
加限退条件等不公平、不合理
规定。消费者如发现电商有这
方面的违规情况，可向有关部
门投诉。

警示四：促销赠品也要提
供“三包”服务。一些电商在促
销中往往采用附赠商品或者
抽奖等手段进行促销。规定明
确，这些赠品应当依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
规定提供“三包”服务。集中促
销活动中开展的有奖促销，不
得进行虚假抽奖或者操纵抽
奖。 随着天气转冷，很多人难免

有些头痛、发热、咳嗽、咽痛、乏力
等症状，看起来很像感冒，便简单
应付。

可您知道吗？有些疾病在早
期有着类似感冒的症状，常常被
当成感冒耽误了正确治疗。

比如白血病，该病早期可表
现为发热、咽喉痛、乏力，很像感
冒，而且反复发作，直到去医院做
血常规、骨髓象等检查，才发现是
白血病。

还有多种对人体有严重危害
的疾病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对它
们及时做出正确判断，否则就悔
之晚矣。小编今天为您推荐的这
篇文章非常重要哟！关注逸周末
公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
全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
信页面右上角头像,再点击“查看
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以前发送
的所有内容哦！

注意，这些重病

很易误诊为感冒

网络消费侵权案大增，省工商和消协发出消费警示

这这些些网网购购陷陷阱阱，，需需要要特特别别提提防防

网网购购旺旺季季来来临临，，网网上上伪伪红红包包乱乱飞飞
称转发链接就得红包，结果最后只下了个APP啥也没得到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本报潍坊11月3日讯（记者
赵松刚） 近日，一条“天猫

发给您的双十一现金礼包”的网
络链接被大量转发，市民只需转
发该链接到三个微信群内，就可
以得到现金礼包。大家转发后却
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圈套，目的只
是让下载一个APP。

近日，奎文区的丁先生在
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内看到
一条群友转载的一条链接，转
发该链接后可以获得一个天猫

商城赠送的现金红包。“需要转
发到三个人数比较多的微信群
内，然后输入手机号，就可以拿
到红包。”丁先生告诉记者，他按
照提示将该链接转发了，但是当
他输入手机号后却发现，还需要
下载一个返利APP。他最后又
下了APP，只是有一些优惠券，
根本没有所谓的“现金红包”，
这时他才明白被忽悠了。

记者通过丁先生转发的链
接操作了一遍，果然如丁先生

所言，最终只是在诱导中下载
了一款APP，并没有现金红包，
这其实是一个赚取下载安装次
数的陷阱。

记者采访中获悉，随着“双
十一”的临近，很多网络购物平
台开始进行“优惠”宣传，让很
多希望得到实惠的市民一不小
心掉进了坑里。“发给你一个双
十一现金红包”、“最高领1111
元红包”、“你有一个红包未领
取”等各种形式的红包出现，然

而很多这种所谓的“现金红包”
最后都被证实是伪红包。

潍坊市工商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这些伪红包链接都有其目
的，通过大量转发下载赚取粉丝
关注和下载次数。有些更加恶
劣，是“钓鱼链接”，以“分享给好
友并填写手机号码等信息可免
费领红包”为诱饵，骗取用户信
息。工作人员提醒，不要轻易打
开来自陌生人的红包链接，小心
赚不到小便宜反而吃了大亏。

相关新闻

3日，省工商局会同
省消费者协会对我省开
展的网络集中促销活动
进行提前指导，同时提醒
广大消费者，“双十一”需
理性消费。据统计，今年
上半年，全省通过12315
受理并立案查处网络消
费侵权案达92起，同比增
长475%。今年10月1日正
式实施的《网络商品和服
务集中促销活动管理暂
行 规 定 》（ 以 下 称“ 规
定”），将给电商的促销活
动戴上“金箍”。

本报记者 张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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