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意无意多算钱

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大
大小小的餐饮店遍布泰城
大街小巷。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消费者在餐饮消费中
仍普遍存在一些摩擦。

每次外出就餐，精明的
王小姐都会在买单时核对
一下账单上的消费金额，而
且几乎每次都能看出商家
多算出 1 到 5 元不等的费
用。王小姐总结出一条经
验，现在不少商家会有意无
意地在顾客的账单里多算
几块钱。一次，她和两个朋
友在一家美食长廊吃火锅，
买单时照例核实了一下账
单，王小姐发现多算了 5 块
钱，原来收银员把另外一桌
的米饭、纸巾和小食都记到
了她们的账单上。

发票每次都没有

上周日，王先生在新街
口一家酒店招待朋友吃晚
餐，结账时，他向服务员提
出要发票，服务员当即表示

“发票刚刚用完，今天是周
末，税务局不上班，没买到
发票”。王先生说，自己来这
家酒店消费多次了，都遇到
这类的情况，因此这次他不
依不饶坚持索要发票，服务
员与收银台沟通后，才拿出
发票，并在王先生的一再坚
持下，提供了足额发票。

借故发票刚用完而拒
绝向顾客提供发票也是餐
饮行业获取蝇头小利的常
用伎俩，这种骗术在周末和
节假日尤为常见。商家往往
以税务局不上班无法买到
发票、索要发票的顾客多等
借口，企图打发顾客索要足
额发票的要求。发票是消费
者的消费凭证，不管消费金
额大小，消费者都可理直气
壮地坚持索要足额发票。
(本报记者 刘慧娟 侯艳艳)

促销,
“实惠”多幌子
遇到打折信息要掂量掂量
本报记者 刘慧娟 侯艳艳

餐饮

猫腻较多

由于法律法规、诚信体系欠缺和不
完善，以及消费者对经济领域的法律法
规、商品知识了解的局限，稍有不慎就
会掉进不法商家设置的隐形消费陷阱
中。

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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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促销隐形陷阱居多

○换购
如今，无论是各大超市、商场，

还是一些服装店，都能看到商家换购
促销方式吸引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加
入，那么换购促销到底给谁带来了利
益？

按照商家的做法，只要消费者购
买的商品达到一定数额，那么凭购物
小票，再增加一定数额的钱，就可以
买到商家指定的让利换购产品。可以
套用这种消费方式的商品种类很多，
超市和服装市场比较常见。泰城一位
市民说，她曾在城区一家超市购买商
品满 30 元，拿着购物小票再添 1 元
钱换得了 1 块巧克力，可是换来的巧
克力的质量很一般。有的服装市场只
要购买一件衣服，再添加一些钱就可
以再选购店内的其他一款衣服，但是
可以选购的服装均是号码不全或款
式不新颖的。

对此，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提醒说，商家提供这样的消费方
式，一般都是打着“实惠”的旗号，但
是消费者是否得到了实惠，答案并不
全是肯定的。其实商家推出换购的消
费方式，也是一种促销方式，消费者
需理性对待换购促销。

○打折
每逢节假日或是周末，各个商家

都会进行各种门类繁多的活动，众多
的折扣和买赠活动令人眼花缭乱。家
住灵芝花园的孙女士就在财源大街
一家服装店遇到了打 3 折的春装外
套，商家称遇到资金困难，需要尽快
转让店面，原价 1200 元打完折只有
360 元。孙女士觉得很实惠，买回家
之后仔细检查才发现，衣服标签最后
一行有个小字，上写着建议零售价：
280 元。孙女士很生气，回去找商家
理论退货，没想到商家称，商品售出
概不退换。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
醒说，“打折”价格水分大，某些因价
格不透明的商品所反映出来的价格
问题也逐渐增多，老百姓由于对商品
的价格不甚了解，也只能任从商家摆
布。而低报价高收费、抬高原有销售
价格再进行打折的虚假打折行为是
一些商家惯用的伎俩。此外一些低价
商品设有诸多限制条款难显公平，引
发纠纷也严重影响了合法经营者的
正常经营和利益，扰乱了市场的正常
经营秩序。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
示说，消费者要注意事前交易安全防
备，最主要的是要弄懂商品的内在质
量，了解市场行情，同时留有消费凭
证，这样才能够在消费中抵御销售商
的各种陷阱。同时，在面对众多促销
活动时，要冷静分析商品是否是自己
生活需要的，要养成良好的消费习
惯，理智消费。

商家在办公区做 3·15 的宣传板报，
将 3·15 意识纳入企业文化宣传的一部
分。 本报记者 刘慧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