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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购物还是就

餐、住宿甚至是乘车出行，都可能会遇到这样

那样让自己烦心、闹心的事情。当消费者的

权益受损时，大部分消费者选择和商家协商，

私下解决消费纠纷。

11日上午，在薛城区人流量
相对较多的财富大世界、北城批
发市场，记者随机采访了50位正
在购物的市民，有28位市民表示
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时，自行
协商是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
法，其余的 22位受访者中，多数
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会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
中，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便是
找消费者协会，希望通过这样的
组织来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有七八位市民称，当遇到侵犯自
己权益的事情时，如果事情不
大，他们既不会找商家协商，也
不会找消协帮忙，他们多会忍气
吞声，吃哑巴亏。

薛城市民刘女士的处理方
式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消费者的

处理方式。据刘女士介绍，三个
月前，她和朋友去城区的一家烤
肉店就餐，在就餐的过程中，因
为高温烤盘底部的油崩了出来
溅到了刘女士的脸颊上，不一会
儿，刘女士的脸颊上就起了 2个
疱，她饭也没有吃完，就去医院
进行了处理。因为烫伤的部位
处于脸颊上，刘女士担心烫伤后
的脸上是否会留疤。医生建议，
此伤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难免会
在脸上留下些许烫伤的痕迹，不
过医生一再表示，会尽力给刘女
士治疗，尽量不让刘女士的脸上
留下疤痕。

经过医生的诊治，半个月
后，刘女士脸上的伤一点点的好
起来，虽然医生已经尽力了，但
是疤痕还是能看得见。无奈的

刘女士打算找烤肉店讨个说
法。“当初我和小伙伴们正常吃
饭，没想到发生这种事儿，确实
令人心烦，再说这段时间的治疗
费，就花了两三千元，我希望烤
肉店老板能够给个说法。”刘女
士说，“我使用的维权方式便是
找商家协商，如果商家态度好，
并且能承担责任的话，我还是乐
意使用这种自行协商的维权方
式。”在刘女士多次找寻协商之
下，商家终于承诺，给刘女士支
付全部治疗费用，对于刘女士脸
上的留下的疤痕商家也做出了
道歉，并称以后会尽量改进店里
的设备，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看商家的态度不错，刘女士便没
再追究。

采访中还有一部分消费者
称，有时候会因为事件小而放弃
追究商家责任的权利，而是选择
忍气吞声的形式来处理。薛城
区市民崔女士前不久购买了几
斤水果，买回家后，发现水果内

部有腐烂，因为崔女士感觉也不
是什么大事，便没有找商家讨要
说法，自己生了三四天的闷气，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可家人感
觉崔女士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
不仅让自己受到了委屈，更是让

不良商家钻了空子。
薛城区消协工作人员建议，

一旦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时，
最好是找寻正规机构进行协商
处理，如果一定要选择自行协商
的话，最好有相关的证据证明，

否则消费者的权益也很容易受
到威胁。同时对于像崔女士遇
到的这种情况，消协工作人员表
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起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 马帅）

遇到权益受损 大胆维权

相当一部分消费者选择自行协商

3·15转眼即到，这也乐坏了
市区大小门店的商家，为了抢占
商机，有商家借机大搞促销，力
求分得一杯羹。

“这个时候下单很划算，不
仅可以享受超低折扣，参与满
赠，还可以参与抽奖，奖品是名
牌手机，本轮促销主要就是针对
3·15当天的活动。”市中区解放
路一手机营业厅，工作人员正忙
着张贴促销广告。随着 3·15消
费者权益保护日的临近，花样繁
多的促销手段提前搅热市场，市
区不少商家纷纷借着“3·15”的
旗号打起了促销牌。

11日，记者走访多家服装购
物商场、建材家居及家电卖场看
到，一些商家为“3·15”下足了血
本，“抢红包”、“抽大奖”、“满就
送”、“超低折扣”、“进店有礼”等
字样也被商家早早挂上了橱窗，
部分商家甚至将“零元购物”的
海报贴在显眼位置。

“这款属于欧式风格，简约
大方不过时，就这两天已经订出
去十多套了，如果您喜欢就买下
来吧，不过现在只剩下这套样品

了。”在某家居建材馆，销售员小
韩正催促顾客赶紧下单，“从往
年的销售情况来看，3·15前一周
的销量就已达到平时一个月的
销量，不少消费者都是冲着3·15
的促销活动来的，而随着家装旺
季的到来，装修市场需求逐渐上
升，卖场和商家纷纷盯上3·15进
行促销，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
销售量。”

“平时一天也来不了几个
人，有时导购员闲来无事就会在
一起聊天，这两天的人流量明显
增多，这一天很难闲下来，虽然
很辛苦，但是一想到下月‘荷包
鼓鼓’就来了干劲。”小韩说，“像
我们就指着旺季能多拿些‘奖
金’，这一年到头也就三四个月
的‘好光景’，每年的 3月中旬生
意都比平时好上很多。”

“虽然初十就开业了，但离
预期却差了不少，这次正好借着
3·15的由头，推出些优惠活动，
希望能通过本轮促销，达到一个
销售高峰。”市中区解放路一家
品牌服装店的工作人员郭先生
表示，“事实上，一年也就这么几

个销售高峰，每错失一个节日，
就失掉了一次赚钱的机会，每个
商家都想把假日促销发挥到极
致，尤其这两年生意是越来越难
做，本该出现的销售高峰也迟迟
不到，没办法，我们只能使出浑
身解数投入到‘节日’促销的行
列，这也使得节日促销竞争日益
激烈。”

“我们在年初就开始为3·15
的活动煞费心思，尽管促销活动
已经进行了不少时日，但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并不让人满意，虽然
商家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推出
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来挖掘商
机，但消费者还是很淡定，没有
多少人买账。现在商家动不动
就推出打折促销的活动，各种促
销标语满天飞，促销成了常态，
有时连自己都感到‘促销’疲劳，
更别说消费者了。”郭先生表示，

“虽然各类商家针对3·15的促销
活动五花八门，但仍能明显感觉
到消费者在面对促销时理性了
许多，再想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
已经很难。”

（记者 张莉萍）

“超低折扣”“进店有礼”

3·15维权日变成促销日
眼下正是换季时节，很多服装商家都在搞超低价促销，部分

商场迎来了服装换季和反季商品的销售高峰期，市场上的不少冬

装打折清货，甚至刚上柜的新款春装也打出了很低的“折扣”，吸

引了不少爱美人士前去“扫货”。很多消费者对这种传统的促销

方式已经麻木，有的甚至怀疑，促销产品原价有那么高吗？

原价370折后99 还能有利润

顾客疑惑：
服装进价能有多低

“打着促销降价的噱头吸引消
费者，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
精’。”消协的工作人员提醒消费
者，目前市场上不少商家打着“清仓
处理、打折促销、买一赠一”等各式
各样的旗号或招牌忽悠消费者，请
消费者慎重选购，同时请消费者也
要注意区分打折商品、特价商品与
处理品、残次品的不同概念，打折商
品、特价商品享受原价品的三包服
务，但处理品、残次品则不享受三包

服务，不要被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及
低价促销等销售方式迷了眼，为了
贪图便宜而盲目购买。

龙头路某律师事务所的姜律师
认为，以“换季打折”、“拆迁甩卖”等
形式销售的商品是正品，正品无论
打折到什么程度，都在“三包”范围
之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可
向商家索赔。因此，消费者在购买打
折衣服时，应当索要正规发票，以备
不时之需。 （记者 苏羽）

11日，在市中区吉品街、兴安街
以及新昌批发市场，很多服装店门
前都贴上了“狂甩”、“低至一折”、

“买一送二”等广告标语。一些专卖
店秋冬装的折扣幅度均为两折至六
折，许多秋冬款的鞋低至一折。在
兴安街一品牌鞋店，挤满了顾客，原
来该鞋店在促销冬款皮鞋，一款标
着原价600多元的黑色皮靴，促销价
竟为249元。

在市中区振兴路某服装店，一
款冬季棉衣上面贴着的价格标签仅
需 99元，多款女士牛仔裤的标签价
格仅需29元。市民甄先生曾在1月
份左右在该服装店看中一件外套，
当时打了7折的价格是259元，他看
没有质量问题后就买单了。“当时这
件衣服原价是370元，没想到年后再
来这家店发现价格下降那么多，而
且原先衣服上的标签明明标着是
370元，现在再看衣服上的价格直接
标着99元。后来又到这家店发现衣
服上的原价早就被撕下来了，衣服
上贴着的价格都是销售人员自己贴

上去的，很难想象这衣服的进价能
有多低。”甄先生说。

随后，记者在吉品街的一些服
装店看到，大部分冬装都打了很低
的“折扣”，可大部分价格都是服务
员后来贴上去的，消费者无法得知
自己到底得了多少实惠。

曾做过多年服装生意的龙女士
告诉记者，由于服装的利润很高，所
以商家在换季时推出打折促销活动
仍然有利润，“甩卖”、“清仓”的目
的，是减少库存，盘活资金。

对于“打折”中的玄机，龙女士
透露，有不少商家表面上写着“打
折”，实际上并没有降价，甚至用断
码、有瑕疵的服装，以次充好来欺骗
顾客，致使一些顾客购买的新衣服
出现了质量问题。同时，有个别商
家还把服装原有的吊牌更换了，冒
充新款高价出售。此外，一些服装
因库存时间太久被蛀虫破坏，但肉
眼看不出来，市民购买后要等很久
才会穿，当发现质量问题时为时已
晚，难以索赔。

动辄打一折 服装利润到底有多大

折扣再大 也能享受“三包”

顾客权益受损 多数选择“私了”
消协：留好相关证据 别让商家钻空子

◎酸菜鱼全料 蜀川
华容县华联蔬菜加工厂
◎黄金姜片 金碧富城
广东富城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山楂片 崋大
青州市王坟华大果品厂
◎小米椒 湘满红
华容县天天向上食品厂
◎果丹皮 金得利
兴隆县金得利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食药监局今天上午通
报，8种食品不合格已全市下架。
其中，5种小食品“栽”在防腐剂超
标上。“金碧富城”黄金姜片防腐
剂更是超标近6倍，是最严重的。

这 5种小食品均因二氧化硫
或苯甲酸含量超标出现了防腐剂
超标的问题。比如广东富城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金碧富城”
黄金姜片二氧化硫超标近 6倍。
华容县华联蔬菜加工厂生产的

“蜀川”酸菜鱼全料中苯甲酸超标
近5倍。

据食品安全专家介绍，二氧
化硫可以用作食品的防腐剂、漂
白剂，但在生产中过量使用会给
人体带来危害。经口摄入二氧化
硫的主要毒性表现为胃肠道反
应，如恶心、呕吐。此外，可影响
钙吸收，加速机体钙丢失。

苯甲酸作为食品的防腐剂，
主要是用来抵抗微生物的生长。
如果长期过量食用苯甲酸超标的
食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青少
年骨骼生长，危害肾脏、肝脏的健
康。 （新浪）

金得利果丹皮等

5种小食品防腐剂超标
防腐剂超标
小食品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