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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城事

3 . 15大型维权公益活动现场

遭遭遇遇的的坑坑人人事事 市市民民现现场场投投诉诉
本报枣庄3月16日讯(记者

杨霄 ) 3月15日上午，枣庄
市 消 协 联 合 多 部 门 举 行 了
3 . 15宣传咨询活动，在现场教
市民如何辨别真假产品，同时
接受市民日常消费投诉。

15日上午，枣庄市消协联
合枣庄市银行业协会、市中区
消协、市中工商分局在银座南
门广场举行了枣庄市2014年
纪念3 . 1 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大型宣传咨询活动。在活动现
场，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向市
民讲解新消法与旧消法的区
别。同时，在现场展出的不少
食品、药品真假难辨，工商人
员现场教市民分辨的小窍门。

“像这种美瞳，上面全部
都是韩语，而且没有生产厂
商、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质
量合格证，是典型的三无产
品。”工作人员拿着不正规的

美瞳说，就算是有厂家和生产
日期等，消费者如需配戴美
瞳，应到具备相关经营许可资
格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
并确认所购产品已经获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书，切勿贪图价
格便宜从非正规商家或者网
络商铺上购买未经注册的产
品。同时，在现场展出的药品，
有的假药只是对生产厂家的
名称进行了改变，外包装其他

都一样。有的是没有国药准
字，有的直接和真药品包装制
作的一模一样，只是在印刷质
量上较差，与真品对照就能发
现真伪。

在现场，共接到十余起市
民的现场投诉，有3起围绕购
房纠纷，有3起投诉是关于电
讯运营商乱收费强制订购套
餐的，其他的多是日常消费，
如服装购买和购物消费卡的。

3 . 15投诉现场

商商品品房房、、通通信信服服务务成成吐吐槽槽热热点点

本报枣庄3月16日讯(记者
杨霄) 在15日的3 . 15宣传活

动现场，市民前来咨询日常消
费中遇到的各种大小问题。衣
帽服装类、消费卡使用问题、话
费资费不明确、商品房质量有

瑕疵......综合整个上午的投诉咨
询，记者了解到，商品房和通信
服务成投诉的热点问题。

“我的手机话费经常对不
上账，有些套餐我根本没有开
通，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话费就没了。”一位市民说道，
自己并没有订购某套餐，每月
的话费基本都会多扣六七元，
觉得运营商应该询问客户是
否有需要，而不是擅自更改客
户原本的消费套餐。另一位50

多岁的市民也遇到过手机乱
扣费的情况，因为自己刚买的
智能手机软件设置的原因，经
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联
网，产生了较大数额的数据使
用费，“希望运营商能进行提
醒，或者针对这种误上网的情
况作出‘确认使用’的提醒，如
果不确认就直接断网。”

同时，前来进行商品房投
诉的市民也不少。有的市民投
诉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交
房时市民才发现房屋的设计
规划面积等与最初的承诺不
一致，有的开发商迟迟不交

房，让市民等了又等。“我当时
看房的时候交了两万元定金，
但是后来不想要这套房子了，
找开发商想退款却不能退。”
市民刘女士说，与开发商签订
的合同上写的是“定金”，咨询
了消协才知道这种意向金是不
能退的，只有“订金”是可以退
的。

另外，也有市民前来咨询
网购和电视购物的维权问题。
在咨询受理处旁边的展台上，
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向市民
讲解了网购中常遇到的各种问
题。“这款手表在网购时价格上
万元，商家承诺是金属表芯，可
是寄来之后，买家发现是塑料
表芯。”工作人员指出，网购的
特殊性使得市民对商品实际的
质量、性能等只能凭主观把握，
为质量纠纷埋下隐患。

应应对对投投诉诉危危机机 44SS店店员员““截截访访””
若有自家客户投诉，便第一时间与客户协调解决

本报枣庄3月16日讯(记者
杨霄 ) 在今年的315活动现

场，不少市民前来就日常消费
中遇到的纠纷进行投诉。而一
汽车商家则在消协投诉咨询处
附近“蹲守”，遇到自家4s店
的投诉直接应对。

15日上午，在银座购物广

场南门前，有不少前来咨询、
投诉的市民。每当遇到有市民
投诉或者咨询关于汽车行业的
问题，有3位市民总会上前帮
忙讲解介绍。一位市民前来咨
询某品牌汽车买了没几天就打
不起来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
办。消协的工作人员忙着跟这

位市民解释，在一边蹲守的4s

店员工按捺不住了，听消协解
释之后，就将这位市民拦住，
向她讲解了汽车三包都包那些
内容，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并向市民讲解汽车保养的一些
常识。被拦住的市民贾女士觉
得有些纳闷，就问他们是不是

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位4s

店工作人员笑着称自己是“截
访”，是某品牌4s店的员工，
今天他们共出动了3名员工，
专门到投诉现场了解一下是否
有自家 4 s店的客户到现场投
诉，如果有就直接和客户进行
沟通，尽可能尽快解决纠纷。

消费纠纷日日有

盼天天都是“3 . 15”

本报枣庄3月16日讯(记者 杨
霄) 在15日的维权活动现场，前来
咨询投诉的市民都有所收获。无论
是正要维权的，还是工商部门支招
如何识别假货的，让在场的市民不
禁感慨：“消费纠纷太普遍了，要是
每天都是消费者维权日就好了。”

在现场，工商部门查获的各种
假货中，有的从外观完全看不出真
伪，市民只有在部门网站或者到相
关部门检测才能查出真伪。“如果这
种药物在药店里销售，我是真的看
不出真假。”市民张女士说，拿到药
盒，看着外包装，一点也不敢相信这
是假货。直到工商人员指出，需要在
网站上查询国药准字号，才能辨明
真伪。“如果是老年人买了，回家也
不会查，这就太危险了。”张女士说，
这种打假维权的活动最好能经常举
行，市民在活动中也能学到辨别真
假的技巧。同时，也能让不法商家得
到警示，重视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
的提高

一位市民指出，每年到3 . 15消
费维权日前后，有关部门、媒体都格
外关注“打假”、“维权”等问题，而商
家也提起了百分的精神。而在这一
时间段，市民在消费中遇到问题总
是很快解决，售后问题也总是得到
重视，商家处理问题也会很积极。

“一年一个3 . 15实在太少了，各行各
业的商家不应该只在3月‘好说话’。
如此看来，维权不应该只在3 . 15，而
商家如果都能守法经营，服务到位，
那我们真盼望每天都是3 . 15，也盼
望以后不再有3 . 15。”

市民声音

工作人员在向市民讲解如何识别美瞳。 本报记者 杨霄 摄

市民在现场咨询，并进行消费投诉。 本报记者 杨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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