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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商品”，指的是超过保质期
时长2/3的商品，多为食物类商品。
国家工商总局于2012年年初便要求
食品经营者对即将到保质期的食品
在经营场所向消费者作出醒目提示、
亮明身份，并设置临期商品货架，方
便消费者辨认。16日，记者对薛城
区和市中区的多家超市进行了调查，
发现不仅多数超市没有设立临期商
品货架，而且还存在临期商品隐卖和
无标识的现象。

16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区君山
路上的一家超市内发现，尽管超市
内分列着各种各样的货架，但并没
有一个与临期商品有关，超市内也
并没有发现任何与临期商品有关的
标识。随后记者又前往了市中区多
家超市，发现也都没有设置临期商
品货架和任何有关临期商品的标
识。

那么就没有一家超市会设置临

期商品货架吗？在市中区振兴路上
的一家超市内，记者就发现了临期
商品货架，上面摆放了多种临期商
品，以洗化用品居多，食品却并不
多。“我们超市每天都有工作人员清
点各类商品，一旦发现临期商品就
会摆放到这个柜台里面。”超市的工
作人员说。

没有设置临期商品货架，是否
就意味着该超市没有临期商品呢？

记者在薛城区永兴路上的一家超市
内看到，在饮品货架上一瓶饮料的
生产日期为2015年5月1日，而在外
包装上的保质期却写着9个月。记者
仔细算了算，这瓶饮料当属临期商
品，却被放在正常货架上售卖，消费
者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将其购买回
家。

超市难觅临期商品货架

面对临期商品，商家最常见的
手段就是打折促销。但在打折促销
的同时，多数商家并未对消费者告
知其临期商品的身份，或者将临期
商品和非临期商品一同捆绑销售，
令消费者无法察觉出其中的猫腻。

“有的超市会设置那种临期商

品专柜，那里的东西虽然快要到期
了，但价格却是很便宜，也比较实
惠，反正只要在保质期内使用完就
可以了。”家住市中区文化路上的王
女士说，“多数还是挑选一些日用
品，食品还是尽量少买，毕竟吃的东
西需要谨慎一些。”

虽然多数消费者不明白临期商
品的意思，但在记者的解释下，不少
消费者的意见和王女士相同，认为
临期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其
低廉的价格更能吸引这些消费者前
往购买。

“我们超市每天都有工作人员
进行商品清点，一旦发现临期的商
品，我们就会提前下架，作退货处
理。所以没有长期设立临期商品专
柜的必要。”薛城区光明大道上的一
家超市负责人说。

据我市某超市负责人张先生透
露，商家不愿意设立临期商品专柜，
是因为很多超市都有自己的一套临
期商品退货机制。“没有包断的货，
在撤架后找厂家退货；包断了的货，
一般会在离保质期到期还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撤架，以优惠促销的方式
销售。”比起临期商品销售，优惠促
销显得更自然，顾客的心理不会受
到影响。此外，如果设立临期食品
销售专区，同一种商品因生产日期
不同要设置两个价格，操作起来比
较麻烦，会增加超市的工作量。

市中区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虽然在《食品市场分类监管制
度》中，要求商家对即将到保质期的
食品，也就是临期食品需向消费者
做出醒目提示，但这一规定在实际

执行中却大打折扣。主要原因是尽
管业内将接近保质期 1/3的商品算
作临期食品，但没有硬性标准，执行
起来也比较困难。

“同时国家也并未对处罚措施、
临期期限等做出明确规定，无法引
起商家的重视。”工作人员表示，“要
想引起商家的重视，必须尽快出台
相关规定，明确处罚措施和期限。
现在只能靠超市自律。”

（记者 寇光）

工商局：临期食品保质期无硬性标准

临期商品价格普遍较便宜

晚报讯（记者 孙雪）腊
八一过，春节就近了。不少
人从腊八就开始准备囤年
货，不仅是很多超市里挂上
腊八年货的标志，连网购也
加入了年货大军。虽然有人
在腊八节的时候疯狂囤货，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商
家的一个噱头，并没有多少
实惠。

腊八当天，记者打开淘
宝网看到，在淘宝网的首页
上打出了“年货节”的广告语
来吸引消费者。而所谓的年
货，不仅仅是食品、装饰品、
春联一类的东西，衣服、化妆
品乃至电器、家具都是应有
尽有。与双十一、双十二不
同，“年货节”的优惠时间不
仅腊八一天，而是持续5天。

“大概一个星期前，我逛
淘宝的时候就发现有年货
节，挑选了几件衣服发现在
年货节的时候价格都有所下
调，所以就都放到了购物车
里，等着有优惠的时候再‘一
网打尽’。”网购达人秦女士
说。

尤其在双十一的时候，
秦女士都是彻夜不睡刷网页

网购，为了用最少的钱买到
最合适的东西，她一直都关
注着淘宝的折扣信息。“淘宝
是我每天上网必点的网页，
看到有‘年货节’，就知道商
品又要降价了，就赶紧挑选
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零食。”
秦女士说，双十一过后她发
现买的很多东西用不到，这
次碰到“年货节”就理智多
了，不少东西都忍住没买。

同样喜欢网购的张女士
说：“我是一个比较仔细的
人，所以虽然看到了‘年货
节’这几个字，也没有像以往
一样立刻疯狂地下单。我把
我之前想买的几个商品都看
了一下，优惠的幅度并不大，
很多甚至没有优惠。我是因
为吃过双十一的亏，去年双
十一买了近万元的东西，以
为自己省了很多钱。过半个
月再看价格，就知道自己买
的东西是提前涨价再降价
的。”

“既然价格优惠力度不
大，服务又跟不上，为什么还
要凑活动的热闹呢？还是要
理性消费，不要看到做活动
就跟风去购买。”张女士说。

优惠力度小 不愿凑热闹

网上“年货节”市民没兴趣

晚报讯（记者 张琛）近
日，记者来到市中区解放路、
文化路等人流量较为集中的
路段进行蹲点守候，发现过
马路、过天桥时随处可见紧
攥手机的“低头族”。而且，
部分司机也成了“低头族”。

等红灯发信息，公交车
上玩游戏，过马路还在刷微
博……这些不分场合随时随
地玩手机的人被称为“低头
族”。

16日16时左右，记者来
到文化路与解放路交叉口看
到，绿灯亮了，从北到南的斑
马线上，有几位还滞留不动，
仔细一看，都在低头玩手机，
难怪绿灯亮了都没发觉。注
意到身边人离开了，有的人
收起了手机，有的仍玩着手
机过马路。一位三四十岁的
女士低头玩着手机，连擦身
而过的面包车都没有注意
到。

15分钟后，记者来到振

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处。眼
看红灯亮了，却见一骑自行
车的年轻姑娘，一手扶车把，
一手玩手机，丝毫没有停下
的意思。旁边电动车主不住
地按着喇叭，这时小女孩才
回过神来，慌忙刹了车。在
该路段的半个小时内经过的
行人中，有13个人一直紧握
手机，不时低头看看，这些街
头“低头族”以年轻人为主。
他们的缓慢步伐或多或少给
其他行人带来了影响，不时
有行人从其身旁快步绕道前
行。

据记者统计，短短 30分
钟，有 300多人经过文化路
与振兴路交叉口的斑马线，
有 70多人在使用手机。在
这70多人中，除了边走边打
电话的30人，以及戴着耳机
大步走过的 3人之外，全程
在看手机、玩手机的，共有四
五十人。

捆绑销售不标注隐藏“身份”

“临期商品”定义模糊难监管

晚报讯（记者 苏羽 刘豹）随着
春节的临近，买车的市民越来越多，
近日，记者在我市车管所看到，崭新
的车辆车挨着车停满了整个停车
场，注册窗口也排起长队。采访中记
者了解到，车辆挂牌和其他机动车
业务呈现“井喷”之势，主要与春节
前各大汽车生产企业采取降价促销

手段刺激汽车消费有关。
14日，记者从某品牌汽车经销

商处了解到，节前车市火爆，大大超
乎商家想象，一些品牌的部分车型
甚至销售一空，不得不从外地紧急
调运。

不过，市区的汽车销售掀起销
售热潮。车市火爆，也给车辆管理部

门带来一定的工作压力，我市公安
车管所节前车辆日均挂牌数是平时
的三、四倍，挂牌窗口几乎爆棚。

记者在我市车管所看到，业务
大厅内办理机动车登记手续的市民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新车检测线前
也是“车满为患”。等待办理挂牌业
务的崭新车辆车挨着车停满了整个
停车场，一些晚来的新车找不到车
位只好在一些角落干着急。业务窗
口前人群比肩继踵，每个业务窗口
前都有人排着长队等待受理。

“没想到来办手续的人这么多，
看来年底买车的人还真不少啊。”市
民孙先生说。和他一样，来给新车挂
牌的市民“扎了堆儿”。一上午的时
间，一个窗口受理近30笔挂牌业务。

据公安车管所负责人介绍，每
年的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是汽车
市场的销售旺季。近期全市每天平
均有三四百辆汽车前来办理入户挂
牌手续，受理的新车入户数是平时
的 3、4倍。由于节前车市的火爆，车
管部门为便利市民，所有民警加班
加点，尽量保证及时为新车上牌。

每天三四百辆汽车办理入户挂牌手续

汽车卖得火 上牌要排队

低头玩手机 变灯未发觉

30分钟，
路口走过70位“低头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