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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6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王帅 刚申
瑞） 今年3月15日是第33个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3月 1 5日上
午，商河县公安局联合有关部
门在商河县行政服务中心门口
集中开展了以“打击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识
假防骗共创平安”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宣传打假防假常识，引
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打假行
动中来。

活动现场，公安人员向市民
展示了近期查获的假冒“五粮
液”、“茅台”等假酒和假冒“九
阳”豆浆机、假种子等各类假冒
伪劣商品，全方位、多角度宣传

了群众最为关心的食药品、日常
生活用品、农资产品安全等方面
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常识，揭露常
见犯罪手法，讲解防范知识技
能。公安人员还专门制作了宣传
单和宣传册，结合当前开展的

“法治六进”活动，深入广场和住
宅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走
访宣传活动。

据悉，今年全省公安机关
将持续严打侵犯知识产权和制
售伪劣商品犯罪，重点瞄准以
下五类犯罪：侵害企业知识产
权 的 制 售 假 冒 伪 劣“ 名 牌 产
品”、“专利产品”、“高新技术
产品”等危害创新发展的犯罪；
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制售假冒

伪劣日化、家电、日用消费品等
生产销售商品领域内的犯罪；
侵害群众生命健康的制售假冒
伪劣食品、药品、烟草制品等领
域内的犯罪；危害粮食安全和
农民利益的伪劣种子、农药、化
肥等领域内的犯罪；危害生产
生活和公共安全的假冒伪劣消
防器材、电力器材、汽配、机电
等领域内的犯罪。

为避免侵权假冒等经济犯
罪活动给市民带来经济及人身
健康损失，商河县公安局希望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打击和防范
经济犯罪中来，检举案件提供线
索，一起向制假售假宣战，维护
个人合法权益。

网网购购葡葡萄萄干干生生产产日日期期是是““220011年年””
“3·15”到了，说说您的消费烦心事儿

在记者接到的众多“315”投
诉热线中，投诉的涉及市民衣
食住行各个方面。此次投诉中，
总体说来金额不大，其中最大
的不超过1000元。因此，当记者
询问市民的处理意见时，近六

成的市民表示：“钱又不多，投
诉或者报案太麻烦了，还是算
了吧。”

对此，消协等部门提醒
广大消费者，一旦遇到消费
陷 阱 、消 费 欺 骗 等 问 题 ，要

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工作
人 员 说 ：“ 消 费 者 个 人 可 能
金额不大，但是如果不投诉
就可能有更多的人受骗，消
费 者 不 能 因 为 金 额 小 就 不
维权。”

自本报开通“3·15维权热线”后，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关注，市民纷纷来电反映自己在消费过程中的烦心事。市民吐
槽葡萄干生产日期超前，清洁膏越洗越脏，网购差评电话被打爆……这个3·15，市民有话说。

民民警警上上街街教教您您识识假假防防骗骗
相关部门开展宣传，引导市民参与打假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市民冯女士之前是个网购
狂，自从2015年12月份那次不
愉快的网购后，她再也没有在
网上买过东西。2015年12月份
天气冷了之后，冯女士在网上
购买了一个充电的暖水袋，结
果回来之后发现漏水，冯女士

就给了一个差评，结果卖家知
道后，对冯女士的手机进行了

“狂轰滥炸”。
冯女士说：“刚开始卖家态

度还特别好，让我更改，我觉得
质量太不好了，就没改，没想
到，卖家随后对我进行电话骚

扰，我将他的电话号码屏蔽后，
他就用另外的电话号码骚扰
我。”冯女士看了“315打假晚
会”后才知道，原来1000元就可
以刷个好评店。冯女士说：“这
样下去，我们再也不相信网购
好评了。”

吐槽四：“网上给个差评，手机差点被打爆”

气温寒冷的冬季来顿热气
腾腾的火锅，让人心里美翻了。
不过，市民刘先生吃火锅却吃
得闹心。刘先生和几个同学聚
会，大家商量着吃火锅，刘先生
就开始在网上团购了一个火
锅。刘先生说：“我看着网上的
评价和店面环境都很不错，我
们就去了，没想到进去结账的

时候却傻了眼。”
等到刘先生和几个同学

吃饱喝足，打算交了酒水钱
离开时，发现火锅锅底和蘸
料收费 7 0 元。刘先生对服务
员说：“团购中没有说明要重
新收取锅底和蘸料啊？”服务
员 却 回 答 ：“ 团 购 只 包 括 食
材，在我们团购中没有说明

火锅底料和蘸料，所以得另
收费。”

刘先生说：“我吃了那么
多火锅，还是第一次遇到这
种事，如果火锅锅底和蘸料
单独收费，在团购或者我们
开吃的时候就应该明确告诉
我 们 ，我 果 断 给 了 他 们 差
评。”

吐槽三：“团购火锅只有食材，锅底和蘸料等另收费”

市民张女士在电话中很
委屈地说：“再也不能相信那
些自称大学生的推销员了。”
去年暑假的时候，一个20岁左
右的小姑娘来到张女士的店
里推销清洁膏，小姑娘自称是
大学生，暑假出来挣点钱当学
费。她进店后开始拿着清洁膏
到处擦，连货架上多年的铁锈
都擦掉了。

张女士说：“我女儿也在

上大学，当时看到小姑娘热得
脸都通红，心里觉得孩子不容
易，就买了一盒，还给她拿了
西瓜吃。”小姑娘在背包里拿
出一盒新的清洁膏后，就去了
其他店铺，在张女士周围店铺
至少卖了10盒清洁膏。张女士
说：“我和邻居都在夸这小姑
娘自食其力，没想到后来发现
上当了。”

张女士第一次使用清洁

膏还好，没想到第二次就出
现问题，越擦越脏，没多久发
现用来擦拭的海绵都硬了。
张女士给清洁膏盒子上的厂
家打电话，发现无法接通。张
女士说：“后来我还遇到过所
谓的大学生推销鞋油、洗发
水等情况，他们就是打着大
学生的旗号骗人，太气人了，
利用我们的同情心给大学生
抹黑。”

吐槽二：“清洁膏越洗越脏，再也不相信推销的大学生了”

市民王女士在电话中提
到，她1月份在网上购买了两袋
葡萄干，等到拆开快递的时候，
王女士哑然失笑。在葡萄干的
包装袋上沿，赫然打印着“生产
日期201年601月22日”。王女士
说：“这也太不专业了吧，201年
生产的葡萄干能吃吗？”

王女士起初以为是标签生
产时间打印错误，根据生产日
期上的有限数据翻译为“2016
年1月22日”，翻译完之后更引
起了王女士的好奇。王女士说：

“不对啊，当时买的时候还不到
22号，这葡萄干的生产日期还
是超前啊？”随后，王女士联系

到卖家，卖家解释是因为标注
生产日期时操作工具失误导
致，葡萄干的生产没有任何问
题。

王女士说：“虽然卖家这么
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连
生产日期都弄错了，这产品让
我们消费者怎么放心。”

吐槽一：“201年生产的葡萄干能吃吗？”

公安人员在现场展示假冒伪劣商品。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摄

不能因为金额小就不维权

记者手记

用清洁膏擦东西越擦越脏。

这样的生产日期让市民摸不着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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