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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 2 月 23 日讯(记者 熊正君 曹剑
通讯员 施圣涛) “买茅台酒前先查看编号”、

“‘洋货’不能没有中文说明”、“便宜的香油是用香
油精勾兑出来的”。23 日，本报“消费大篷车”开进
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岱西社区，泰安市工商局
泰山分局向居民宣传识假辨假知识，并向居民展
示查获的假劣食品，让居民们大开眼界。

“我家买的粉条老是煮不烂，你们说是不是掺
了胶类的东西？”“这袋榨菜我看着没什么问题，怎
么是假的？”23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在泰山区岱庙
街道办事处岱西社区广场，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
局和岱北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刚把查获的火锅底
料、牛奶、榨菜、酒水、香油、酱油等假劣产品一一
摆在展示台上，很多居民就围上前来七嘴八舌地
问个不停。

原本在附近下棋的居民江成泉也扔下棋局跑
来一辨真假，居民黄丽兰从展示台的这头走到那
头，把这些假劣食品全部问了个遍。“香油原来可
以用香油精勾兑啊，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以后便宜
的香油可不能买。”黄丽兰说，通过工商人员的讲
解，她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买东西时，就会多加
留意。“就是啊，以前闺女给我送来几瓶外国油，全
是外语，没一句中文，都看不懂。原来在中国卖外
国货，不标明中文也是不合格的。”居民宋其英说。

“怎么识别假的茅台和五粮液呢，没喝过的人
也不会比较啊？”因为识假辨假活动吸引了很多
人，家住通天社区的李军亮也跑来询问。“最简单
的方法就是查看酒瓶上的编号，因为这种高档酒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编号，上网一查就能辨别出真
假来。”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消保科科长巩仕伟
解释说。

本报泰安 2 月 23 日讯(记者 熊
正君 曹剑) 23 日，在岱西社区活动
现场，一位 80 岁的老人拿着一条腰带
向工商人员投诉。原来，老人前后花了
200 元从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买了两条
腰带，结果都用了不到十天就断了。

23 日上午 10 点钟，泰安市工商局
泰山分局的工作人员刚在社区居委会
门口挂上“消费维权进社区”的条幅，
岱西社区 80 岁的居民张向荣就拿着
一根红色的腰带颤巍巍地走了过来。

“我要投诉，你们看看这条腰带，花了

那么多钱，用了不到 10 天就断了，这
条都是第 3 条了。”张向荣向工商人员
投诉。记者看到他手里拿着的皮带表
面已经严重开裂，从裂缝里露出的材
料类似于纸。

原来不久前，张向荣在社区附近
的一家超市里买了一条腰带。当时他
跟售货员说，贵一点不要紧，但一定要
一条真牛皮的腰带，于是售货员便给
他推荐一条标价为 50 元的牛皮腰带。
张向荣乐滋滋地拿回家去，结果用了
不到 10 天，腰带就断了。张向荣拿着

发票去超市找售货员理论，经过好大
一番折腾，超市为他换了一条新的。结
果用了不到 10 天，这条腰带又断了。
后来他在这家超市的另一个柜台上买
了一条标价为 150 元的真皮腰带，并
让超市经理在收据上签字，以保证质
量。结果，这条腰带依旧短命，使用寿
命仍然没超过 10 天。

工商人员告诉张向荣，很明显腰
带不是真皮的，他们会根据反映的情
况，检查这家超市，并帮助张向荣换回
高质量的腰带。

腰带用了不到十天就断了
80岁老人现场投诉无德商户

工商局工作人员向市民讲解如何辨别商品真假。 本报记者 陈琳 摄

“消费大篷车”今天到花园银座广场
工商人员现场受理消费投诉

本报泰安 2 月 23 日讯(记者
熊正君 曹剑) 24 日，本报“消费
大篷车”将开到花园银座广场，联合
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为居民宣传
讲解消费维权知识，辨别真假产品，
并现场受理市民的消费投诉。

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局办公室
主任施圣涛告诉记者，虽然分局在
辖区内的所有社区都设立了 12315
监督台，很多社区居民也积极投诉，
但是仍然有大部分居民消费维权意
识不强。24 日上午 10 点，“消费大
篷车”将开进花园银座广场，选择花
园银座广场作为消费维权宣传点，
一方面附近居民流量比较大，更利
于宣传，强化居民的消费维权意识；

另一方面是附近有农贸市场和大型
超市，对商家也起到一定的警惕作
用。

25 日下午 2 点半，泰安市质监
局泰山分局的工作人员将走进嘉德
社区，免费检测、维修、清洗居民眼
镜，宣传普及基础食品生产许可知
识。如果你想检测一下眼镜度数，或
者想了解基础食品生产许可知识，
欢迎到嘉德社区参与“消费大篷车”
活动。

一年一度的“3 . 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日渐临近，本报联合泰安市
工商局泰山分局和泰安市质监局泰
山分局，陆续走进泰城多个社区，开
展“消费大篷车”活动。

编辑：王伟强 组版：曲宜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