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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黑板啦！市民朋友都看过来！
市场监管、农业、食药监三部门联合发布消费警示

本报文登3月20日讯 (通讯
员 丁雅琼 ) 3月10日，在文
登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知识竞
赛现场，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
局、区食药监局针对消费投诉
热点，联合发布消费警示。

网络购物消费警示。区市
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由
于网络购物存在虚拟性、不可
预见性、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消费纠纷也时有发
生。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时，应尽
量选择建网时间较长、信誉度
较高、访问量较多的专业购物
网站，优先选择己加入消保联
盟(如淘宝网上的消保联盟)的
经营者，防止误入钓鱼网站购
物。快递员送货时，不要忙着收
货签字，要先核对发货单，查验
来货真实性，再看包装是否完
好无损，包装若有破损，应拒绝
签收，要求退货；若无破损，须
当场打开包装，查验是否货真
价实。同时，消费者要保存好电
子账单或网上交易记录，一旦
发生消费纠纷，及时收集好证
据。发生消费纠纷时，应及时与
卖家沟通协商，协商不成，可向
卖家所在的网络购物平台投诉
或向卖家所在地的工商部门或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农产品安全消费警示。区
农业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中列举生产、销
售的农产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

者、销售者承担因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造成损害的民事赔偿
责任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
农产品存在缺陷。如“含有国家
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
他化学物质”。二是存在损害事
实，即上述农产品对消费者人
身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已经产
生损害。三是消费者人身或者
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是由
于农产品缺陷造成的，即两者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三个条件
须同时具备，生产者、销售者方
可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给消费者
造成损害的，消费者可以向农
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
以向农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
偿。如果两者不予赔偿，消费者
可以以生产者和销售者中的
任何一方或者双方为被告提
起民事诉讼。同时规定，农产
品批发市场中销售的农产品
有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规定情形的，消费者可以向农
产品批发市场要求赔偿；属于
生产者、销售者责任的，农产
品批发市场有权追偿。

春季食品安全消费警示。
区食药监局提醒广大消费者：
进入春季，气温逐渐升高，各类
病原微生物生长繁殖速度加
快，细菌性食物中毒进入高发
期，广大市民要注意春季餐饮
食品安全。一是消费者应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外出就餐应

选择具有《餐饮服务许可证》或
《食品经营许可证》且食品安全
量化级别较高的餐饮服务单位
就餐，不在无证摊贩处就餐或
购买食物；不要采摘、食用野生
蘑菇，尤其是颜色鲜艳的，也不
要购买来源不明的蘑菇，避免
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春季
是土豆易发芽期，食用发芽土豆
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请不要购
买和食用发芽过多或皮肉大部
分变为青紫色的土豆。 二是餐
饮服务单位应强化预防措施。餐
饮服务单位特别是学校、幼儿
园、工地、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
等餐饮服务提供者，要重点预防
细菌性食物中毒，严格执行食品
原料采购索票索证制度，不使用
腐败变质来历不明食品、原料及
食品添加剂，禁止采购、贮存、使
用亚硝酸盐，禁止加工制售河豚
鱼及其制品。食品的生产加工、
贮存场所必须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未经许可严禁制售凉菜。餐
饮具和直接盛放直接入口的食
品容器须洗净消毒。剩余熟食应
冷藏贮存，常温下保存时间不超
过两小时。三是消费者就餐后如
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应及时
到医疗机构就诊，餐饮服务单
位一旦发生食物中毒或可疑食
物中毒事故，应当立即封存导
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
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及用具、
设备设施和现场，同时向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葛家中心卫生院进村义诊
本报文登3月20日讯

(通讯员 于丹丹 蔡月
芹 ) 3月13日，葛家中心
卫生院邀请文登区人民医
院2名内外科专家以及院
内资深专业技术骨干8人，
组建了医疗服务团队，对
葛家镇贫困村西谭家口进
行专家义诊服务活动，进
村入户解决贫困户就医难
的问题。

活动中，内外、中医、
疼痛、妇科、五官科专家对
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检
查、诊断和一般治疗，为群
众免费测量血压，发放健
康宣教资料，并对村民日
常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
预防和常用药服用等方面
进行现场指导。针对病人

行动不便的情况，组织专
家亲自到群众家里义诊，
将温暖送到炕头上，让就
诊的群众感受到关心和温
暖。此次活动，共为100余
名居民免费提供了免费义
诊、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
发放宣传材料300余份

葛家中心卫生院院长
慈勤海表示，下一步，他们
将结合精准扶贫的工作要
求，扎实推进医疗精准扶
贫工作，定期开展送医下
乡，对百姓的常见病、多发
病、急慢性病的基本用药、
健康保健等进行诊治、指
导等，提高村民们的健康
意识和日常健康保健技
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

医护人员正在义诊。通讯员 蔡月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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