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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普通农民 13年如一日宣传打假
沙镇的任维琴把宣传打假当自己的使命，不少村民都找他辨别货品真假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庆文

3 月 15 日上午，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
咨询服务现场，一身运动服的沙镇农民任维琴拿
出自带的刀片、电池、洗发水等真假货样品向市
民们耐心地讲解辨假方法。

任维琴今年 35 岁，是沙镇王堂村村民，初中
文化，有农田 10 亩，靠田吃饭。然而，与其他村民
不同，自 2000 年起，他把打假宣传作为自己的使
命，13 年如一日。

3·15 维权现场，任维琴（右）在向市民讲解辨假知识。
◆ ◆

普通农民“迷上”公益打假
1999 年，任维琴曾在乌鲁

木齐打工，平时给一些乡镇商
店送货，发现很多日用品都比
品牌商品批发价格还低很多。
他从同行那里得知，这些商品
大部分都是假货。之后他不断
留意，并向业内人士请教，积累
了不少辨假经验。

2000 年 3 月，一则新闻报
道让任维琴深受影响，报道称
新疆退休干部吕基业自费万元

在报纸上做公益广告。“一名退
休老人都能向国家贡献自己的
光与热，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做
些有利于社会的事儿。”此时，
任维琴开始有了抵制假货的想
法，并与吕基业老人写信交流。
得到了老人的认同后，任维琴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打假之路。

2000 年，任维琴在乌鲁木
齐大街上做过好多次义务宣
传。但第一次印象最深。当时为

期 4 天的“山东省经贸洽谈会”
最后一天，山东展位上的企业
大部分都离开了，一些个体批
发者利用空出的展位卖起了假
货。他跑到会场门口作起识假
宣传，向人们讲解什么样的货
物才是真正的山东产品。

第一次做宣传取得成功，
这一次举动也成了他打假宣传
的一个开端。从此，他“迷上”了
打假。

不少村民都拿货品找他辨真假
15 日一早，任维琴骑电动

车从家里出发，走上 10 里地，
到田庄乘坐 24 路公交车赶到
城区 3·15 维权活动现场。

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任维
琴却是村里的“名人”。不少村
民拿着买来的货品找他辨别真
假。各种日常用品，只要一过他
的眼睛，其身份真假便一目了
然，很少出错。这 13 年里，他经
常利用业余时间自费作打假宣
传，家人并不支持，但他不后

悔，反而乐此不疲。
“最对不起母亲。”打假期

间有一件最让任维琴遗憾的事
儿，就是为了打假宣传，母亲去
世时他没在老人身旁。

2004 年 12 月 7 日，任维
琴以看病找活干为由，揣上
300 元钱，带了一些真假样品，
乘车去了济南。看完病后，他便
在街上做起了识假宣传。当时
没手机，半个多月过去了，他突
然想起忘了给家里打电话了。

在他拨通家里的电话时，
妻子声音沙哑地对他说，母亲
去世了，刚出完殡。原来任维琴
的母亲突发脑淤血去世，家里
找了三四天也没找到他，只好
没等他回家便出了殡。听到这
个消息，他惊呆了，整整哭了一
晚上。

任维琴说，很后悔没往家
里打个电话，母亲临终前没在
她身边尽孝。回忆到这里，任维
琴眼含热泪，久久难以释怀。

打假宣传将一直坚持下去
2013 年春天，任维琴向

全国人大提了一项建议，将
“假一赔十”改为“假一赔
千”加大对造假企业的处罚
力度。任维琴说，在农村，
能吃死人的东西少见，吃不
死人的假货遍地都是。制假

者看准了多数农民辨别能力
差、买东西图便宜的弱点，将
黑手伸向农民。

一个企业提高知名度不
易，假冒伪劣产品的影响不可
估量。商贩中有些人是不知情
购买了假货，有的人却明知是

假冒伪劣产品，还硬要出售。
“这时候就必须有人站出

来打假。”任维琴说，现在市场
上流通的劣质造假商品越来
越少了，但他的打假宣传将一
直进行下去。“它像我的使命
一样，我必须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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