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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9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19日，本报推出《职业打
假人扎堆来烟“找茬”》系列报道
(B03-05版)，引发广大读者关注，
许多市民致电本报，表达了对职
业打假人的看法和态度。

“以前感觉职业打假人很神
秘，是很暴利的一个行业，现在看
了报道，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清楚的
认识。”19日上午，一位读者打来热
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另一位读者说，站在不同的
立场上，对职业打假人肯定有不
同的感受和情绪。但不管怎样，
得感谢打假人的存在。“他们对
商家的震慑，对不良商家的打
击，对市场的净化，多少都使我
们消费者沾了点光。”

还有一些消费者讲述了自
己的维权经历。“以前经常听说
维权难，当时也不怎么在意，但
真正轮到自己经历的时候，才发
现确实有很多无奈。”市民李先
生说，他曾经因为衣服被干洗
坏，与商家协商沟通了半个多月
才得以解决。

“对于一些法规，我们知道
得很少，这给维权带来不少麻
烦。”李先生认为，职业打假人与
普通消费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他们非常专业。在法规的掌握方
面，消费者应该向打假人学习。
如果每个消费者都精通法规，而
且有良好的维权意识，社会上就
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产品了。

调查中，一些消费者坦言，
因为平时工作忙，精力有限，即
使买到问题产品，也往往自认倒
霉，不去追究，这在一定程度上
助长了不良商家的气焰。

《职业打假人扎堆来烟“找茬”》追踪>>

“作为消费者，多少沾了点光”
本报报道引关注，消费者力挺打假人

常去工商所

探讨和请教

家住幸福的唐师傅就是
这样一位“热心肠”。唐师傅今
年将近60岁，曾经在工商所担
任过保安，见过很多在买东西
时上当受骗的消费者。“每当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
受，就想着应该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主
动挑起帮他人维权的担子，一
干就是十几年。

帮人维权并非易事，为了
掌握各种与消费有关的法规，
辖区内的工商所成了他常去
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他几
乎每天都来，和我们探讨消费
法规，向我们请教调解纠纷的
技巧。”一位工商人员说，唐师
傅是个勤快的人，“有时候我
都累了，他还在问。”

然而“热心肠”也经常遇

到“冷面孔”，在帮人维权的时
候，唐师傅曾遭到不少商家的
冷嘲热讽。一位市民曾在市场
上花50多块钱买了一把菜刀，
可回家刚切了一会肉，刀刃就
卷了，他找到唐师傅一块跟商
家理论。但商家态度很蛮横，
还冲唐师傅说了很多不尊重
的话。

除了帮消费者维权，唐师
傅还监督着辖区内的一些商
家。有一次，辖区内的一个个
体户开了一家鞋厂，但没有办
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得知
此事后，唐师傅主动上门劝告
经营者合法经营。

打抱不平成了

晚年生活一部分

像唐师傅这样的市民不
在少数。今年80多岁的刘老先
生也是一位。他的书架上摆满
了各种法律书籍，央视的《今

日说法》他每期必看。
刘老先生是个勤快而热

心的人，打抱不平成了他晚年
生活的一部分，再复杂难办的
事到了他手里，他常能给圆满
解决。渐渐地，找他帮忙的人
越来越多，只要别人有难处、
权益受到损害，刘老先生总会
全力以赴地去解决。

最让刘老先生头疼的是
涉嫌虚假宣传的广告。对这类
广告，刘老先生没少跑路，也
费了不少心思找一些媒体理
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广大群众和有关行政部门联
合起来共同监督，虚假广告才
会越来越少。”

除了监督媒体广告，刘
老先生还加强了与工商部门
的联系，遇到什么难解决的
问题，他经常和工商工作人
员沟通交流。“他和我们很
多人都很熟，经常反映一些
问题。”芝罘工商分局一位
工作人员说。

格延伸阅读

烟台有一群免费帮人维权的“热心肠”
本报记者 秦雪丽

一些读者反映，在烟台也有一群打假人，不过他们不是为
了挣钱，也不为自己争口气，而是免费帮他人维权并乐此不疲
的“热心肠”。

“热心肠”刘老先生在查看地图。
记者 秦雪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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