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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朱是曲阜师范大学的
一名大三学生，她说自己曾
在夜市的一家水果摊上买过5

斤的橙子，但回去一称，发现
只有3 . 5斤，她回去找摊主，摊
主却拒不承认。“当时买完后
我就问摊主够不够秤，摊主
还表示肯定是公平秤，回去

发现不对后，我去找她，她竟
然 不 承 认 ，我 只 能 自 认 倒
霉。”

李天月(化名)也是一名大
三就读学生，他说，有些商贩
虽然缺斤少两，但卖得价格较
低，和给足秤但卖得价格较高
的商贩相比，换算下来，水果

的实际价格差不太多。“周围
都是这样的水果摊，我们没有
选择的余地。”

另外一名学生小王说，自
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觉得就
几块钱的事，如果投诉的话，
又要打电话，又要坐车，“特别
麻烦，为几块钱也不值得啊！”

小王说。
据日照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计量科苑科长介绍，他们
去年接到大学城关于缺斤少
两 违 法 经 营 的 举 报 只 有 两
起，这也一定程度上让违规
使用电子秤的商贩更加肆无
忌惮。

近日，网友“红绿灯的天
下”发表微博称，自己在大学
城滨州路段夜市的水果摊上
买了一斤橘子和五斤香蕉，回
家一称，“橘子重五两，香蕉重
二斤半”。记者实地采访后发
现，不少水果商贩违规使用电
子秤，随意调节称重。

而由于不少大学生维权
意识较低，相关部门的审查技
术较为落后，这让违规使用电
子秤的商贩在一定程度上更
加肆无忌惮。相关部门呼吁联
合执法，共同整治大学城商贩
违法经营现象。

不同秤上重量不同 一个菠萝三个重量

3月10日晚，记者来到滨州
路曲阜师范大学北门附近的
水果摊位处，各小摊上所卖的
水果种类并不多，以菠萝和苹
果为主。

记者在一个小摊上购买
了一个削皮菠萝，每斤3 . 5元，
菠萝在电子秤上显示为1 . 27千
克。

随后记者在另一处水果

摊称了一下之前买的菠萝，电
子秤上显示菠萝为1 . 12千克。
随后记者又来到一家卖水果
的店铺称重菠萝，发现此时电
子秤上显示为0 . 895千克，记者
接着又来到一家正规的超市
称重，这家超市的电子秤显示
重量为0 . 8 9 5千克。同一个菠
萝，出现了三个重量。

在其他多个水果摊上，记

者看到，菠萝的价格大多在2 . 5

元/斤，削过皮的菠萝3 . 5元/

斤，柚子3 . 5元/斤，橙子4元一
斤。只有一家水果摊的水果略
贵，苹果每斤3元起，橙子4 . 5元
/斤。摊主告诉记者，价格之所
以比其他摊位高，是因为“我
能给足秤”。

除夜市上的水果摊外，记
者还走访了大学城包括超市、

麻辣烫店等在内6家店铺。记者
把事先已称重为149克的手机
在这些店铺内称重，6家店铺电
子秤显示的重量均超过149克。
其中有两家超市的电子秤显
示166克，其他则显示168—210

克不等。面对记者的疑问，多
数店主含糊其辞，一家称重为
180克的麻辣烫店店主称：“秤
进水了，有点返潮。”

记者了解到，大学城夜
市各水果摊的水果价格，与
市场价相比，普遍较低。菠萝
每斤比市场价低近1 . 5元，苹
果每斤低近1元。

在大学城贩卖了六年水果
的赵先生说，单看水果的价格，
就很容易辨别出摊主是否会缺
斤少两。“现在苹果的批发价至
少已经两块了，大学城各个小
摊大都卖2元钱一斤，没有差价
了，他们拿什么赚钱？只能缺斤
少两了。”

据赵先生介绍，大学城
里水果摊贩们缺斤少两的情

况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可
以这么说，大学城内只要是
用到电子秤称重的地方，都
有这样的情况。”他拿苹果举
例，标价为 2元 /斤的苹果卖
一斤给称 8两，这样算下来，
他们卖的苹果的实际价格在
2 . 5元/斤。

随后赵先生透漏了电子
秤中暗藏的“秘密”。他说，大
学城内商贩所用的电子秤，
多可以通过专业设置设定相
应参数，“比较常见的电子秤
大都有M 1 、M 2 、M 3 甚至到
M8的参数键。这些参数键被

设置成相应数值，秤上还有
相应的恢复键。假如M1键被
设置成9两的值，在按下M1键
后 ，实 际 重 量 只 有 9 两 的 商
品 ，就 可 以 显 示 出 1 斤 的 数
值。”赵先生坦承，按下哪个
参数键多看前来购买的顾客
是不是“好骗”。“如果来的学
生不太计较，我们一般一斤
只给他7两的量，如果遇上较
真的，我们就多给点。”而面
对前来检查的执法部门，他
说自己会及时按下恢复键，
作弊证据立马消失。

记者来到位于日照北路

的一家电子衡器销售处。有
着30年衡器销售经验的庄先
生告诉记者，电子秤种类很
多，用于水果和普通零售业
专用的电子秤多是30千克的
秤。现在的电子秤可以通过
相应技术手段给一些按键设
定参数，达到买秤人的要求。

“厂家会提供给代理商各种
电子秤的解锁密码，用这个
密码，可以进行参数设置。所
谓的六两秤、七两秤就是这
么来的。”庄先生说，面对买
秤人的要求，做与不做手脚
全看卖秤人的良心。

以价格实惠为噱头 电子秤上做手脚

维权意识较低 “缺斤少两”有恃无恐

据了解，日照大学城内有包
括曲阜师范大学、济宁医学院和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在内的多所大
学，容纳了超过6万名学生。其中
用到电子秤的商铺和摊贩就有超
过100家。

日照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
科苑科长说，2012年他们对日照大
学城进行了3次大型检查，没收了
至少10个电子秤。“每次都是刚检
查过去，他们又‘死灰复燃’，很快
缺斤少两的现象又出现了。”

针对这一现状，他介绍，与市
区正规超市有固定的顾客群体、
零售业占总体收入不足10%、注重
品牌经营注重诚信意识等特点相
比，日照市大学城内因为消费人
群多且流动性强的特点，使得有
些商贩并不注重诚信经营的理
念，大量的消费者让他们无所顾
忌，另外违法经营的成本较低但
收益却很高，也是大学城内缺斤
少两现象泛滥的主要原因。

他介绍，我国现在还没有相
应的技术支持来维护电子秤市场
的稳定，这也是执法力度大但却
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
实行的审查规程比较老化，而随
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电子秤能及
时由作弊状态恢复到正常状态，
也让查处更加有难度。”

他呼吁相关部门可以联合执
法，共同打击大学城商贩违规经
营问题。 本报见习记者 李清

查处有难度

需联合打击违规

在卖菠萝的水果摊上，电子秤显示菠萝重量为1 . 27千克，在另外一个水果摊上，同一个菠萝称重显示为1 . 12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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