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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裴其娟）
3月 14日，在河南省消费
者协会协调指导下，河南
省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
会、河南省家居建材质量
检验协会主办了“3·15”
消费者权益日维权宣传
活动，提醒人们关注装修
产生的室内环境污染。

据省消协室内环境投
诉站通报，2023年该站共

受理全省装饰装修、家具、
装饰材料、环境检测、净化
治理、新风系统、幼儿园、
学校、健身房、宾馆、银行、
办公场所、出租房等室内
环境污染有效投诉 206
起。其中装饰装修、全屋定
制家具、幼儿园、出租房及
室内环境净化治理最为集
中，达174起，占85.4%。调
解赔偿金额268.7万元，受
理金额最大的长垣市消费

者投诉全屋定制家具超标
已移交法院在判之中，预
计赔偿消费者经济损失
逾100万元。

省消协投诉部工作
人员表示，针对欺诈消
费者行为，省消协将加
强行业自律，建立消费
者与环保企业诚信守誉
制度，开展相关企业环
保资质认证工作，接受
第三方监督管理。

直播购物须谨慎

消费者应选择具有
一定规模且信誉良好的
电商平台，勿点陌生链
接，在观看直播购物的过
程中，不要被“价格低廉”

“秒杀”“数量有限”等煽
动性营销氛围影响，谨防
冲动消费。在直播购物
时要认真查看经营者在
直播平台的资质信息公
示情况，从信誉度、成交
记录、评价详情等多方面
对网店进行评估，付款时
注意购物链接，确保自身
资金安全。

餐饮安全莫大意

近期天气回暖，食物
容易腐败变质，消费者在
外就餐时要注意食品安
全和饮食卫生。要选择

卫生条件好，食品经营许
可证和健康证件齐全的
餐馆就餐；要留意收费标
准、是否明码标价，结账
时仔细核对账单明细并
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防
止“低价高收”的情况；不
要食用来历不明、感官性
状异常和未烧熟煮透的
食物，不要食用“野味”等
新奇或高风险食物。

外出旅行须防范

外出旅行时需要注
意，报团旅游要选择证照
齐全、资质良好、信誉度高
的正规旅行社，要与旅行
社签订正规的书面旅游合
同，谨防超低价旅游陷阱；
网上团购门票和酒店要留
意限制条款，是否需要预
约，如不清楚，提前跟经营
者核实；旅行途中要留存

好消费发票，以便权益受
损可及时投诉维权。

网络订票要甄选

消费者通过网站或
票务App购买演唱会、音
乐节、旅游景点门票时，
要仔细甄别网站和App、
公众号小程序等，尽量选
择活动主办方官方购票
渠道，不要轻信不明链接
或第三方购票渠道；门票
转让交易活动尽量选择
在正规的二手平台进行，
关注卖家以往交易评价
及信誉度，避免线上直接
转账；购票前要仔细阅读
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
量、价款、风险警示、退票
退款限制等信息，避免财
物受损。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本报讯（正观新闻·
郑州晚报记者 鲁燕 通
讯员 穆童）如今，二手交
易在网上已逐渐深受年轻
人青睐，卖家可以卖掉闲置
的物品，买家可以低价淘到
好物，给生活带来很多便
利，但有时候也会遇到些麻
烦事。近日，吴女士就购买
了一台“价廉物不美”的二
手平板电脑，为了维权她将
卖家告上法庭。

今年 1月，吴女士通
过 某 二 手 交 易 平 台 以
1999 元的价格从被告常
某处购买了一台平板电
脑，在平台上商品描述为
ipad 第九代。常某在线
下将平板电脑交付给吴
女士，吴女士按照常某要
求，在线上平台付款并当
场确认收货。第二天，吴
女士在使用中发现平板

电脑不能升级系统，恢复
出厂设置后无法激活。
在询问官方售后服务后
得 知 该 机 实 际 型 号 为
ipad第七代，且序列号为
ipad mini。得知情况后，
吴女士通过微信联系常
某要求退款，常某承诺过
两天有钱就立即退款。
但实际上常某不但没有
退钱，反而还删除了吴女
士的微信。无奈之下，吴
女士起诉至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
方之间的买卖合同，被告
返还购物款1999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
过法官调解，最终常某退
还吴女士购物款1999元，
吴女士将平板电脑退回
被告并撤诉。

提醒：二手交易，要
提高识别能力，避免贪图

便宜轻信他人
二手闲置物品交易从

线下走到线上，但由于信
息不对称、商品评判缺乏
规范等原因，不少买家在
二手交易过程中遇到了商
品与描述不符、以次充好、
双方对商品新旧程度认识
不一致等问题，随之产生维
权问题。法官在此提醒广
大消费者，在二手交易过程
中，要提高识别能力和风险
意识，避免贪图便宜而轻信
他人；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对
卖家也有信用等级评定，可
以选择信用等级较高的卖
家进行交易。同时也建议
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强化管
理责任，加大审核、监管力
度，为二手交易提供规范化
服务，确保交易的真实性、
合法性，有效保障买卖双
方的合法权益。

网购二手平板，货不对板想退货微信被删
提醒：二手交易别只顾贪便宜

售后服务类投诉下降
按投诉性质分类，与 2022

年相比，售后服务类投诉比重下
降明显，质量类和合同类投诉比
重上升较快，其余类投诉比重上
升幅度变化不大。

按投诉类型分类，与2022年
相比，生活、社会服务类和文化、
娱乐、体育服务类投诉比重下降
明显，而食品类投诉比重上升较
大，其余类投诉变化幅度不大。

投诉居前 10位的商品和服
务分别为生活社会服务类、食品
类、文化娱乐体育服务类、服装鞋
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日用商品
类、交通工具类、销售服务类、烟
酒饮料类、医药及医疗用品类。

教育培训投诉不断
2023年，教育培训类投诉除

涉及非学科类教育机构外，出国
留学、技能培训、公务员考试、职
业资质等特殊培训类投诉也时
有发生，如合同存在不公平格式
条款；虚构学员培训案例、师资
力量和培训效果，编造消费者评
价数据；夸大培训机构实力，实
际教学质量与体验课、试听课质
量相去甚远；部分培训机构为售
卖课程，刻意隐瞒部分职业资格
证考试报名条件限制，诱导消费
者缴费；消费者退费难，预付费
用难追讨。

市消协提醒，在选择教育培
训机构时，不轻信“名师助阵”

“包报名、包拿证”等宣传，不轻
信口头承诺；在签订培训合同
前，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特别
是涉及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
条款，不要一次性缴纳高额费
用，谨防培训贷陷阱和停业跑路
风险；参与职业资格类培训，要
事先了解报考条件，防止培训机
构弄虚作假。

房屋装修“坑”较多
房屋维修行业一直是消费

者投诉的热点之一，消费者投诉
问题主要涉及装修质量问题，包
括墙面、地面不平，瓷砖空鼓、墙
面裂缝或者管线等隐蔽工程铺
设不合格等；合同约定不明惹争
议，有的装饰装修公司甚至故意
在合同中给客户设置陷阱，信用
极差；装修价格不断加价、承诺
与合同不符。很多装修公司为
招揽客户，推出优惠价、团购价

等优惠策略吸引消费者。低价
切入，后期大量增项，导致装修
价格不断升高，业主不增项就不
继续施工。

市消协提醒，选购装修服务
和建材商品时，首先要选择信誉
可靠、质量好的商家，查验其证
照和资质等级证书是否齐全，最
好去该装饰装修公司现有的工地
实际考察再作决定；在签订装修
合同时应该仔细阅读合同条款，
了解所有可能产生的费用，并要
求装饰公司提供详细的报价单和
施工方案；书面合同中要对质量
合格标准作明确的约定，口头约
定不仅难以保证装修的最终质
量，在后期维权时也会存在诸多
困难；在施工过程中随时跟进，不
当“甩手掌柜”，遇到工程变更等
重大事项，签订补充协议或录音
录像等予以确认，并妥善保管预
算报价单、聊天记录等证据材
料，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电商平台投诉多发
目前，社交电商作为电子商

务与社交流量融合的一种模式，
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引擎，但
也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导致消
费者投诉大幅增加。

今年，全市各级消协组织共
受理有关电商平台购物和广播
电视购物投诉 740 件。除涉及
传统电商平台淘宝、拼多多、美
团、京东外，新兴电商平台，例如
抖音、小红书等投诉量也在日益
增长，尤其是随着直播行业的兴
起，网络购物更深入千家万户。
虚假宣传、退款纠纷、售后服务
质量欠缺、发货纠纷等成为电商
平台购物的主要投诉问题。

市消协提醒，网购时要注
意查看商家信誉、评价等信息，
尽量选择信誉好、口碑佳、售后
服务有保证的商家购物消费，
切莫一味贪图低价而忽视了商
家的信誉和售后服务；事先看
清 促 销 规 则 ，面 对“ 满 减 、满
送”、秒杀抢购等各种促销活
动，消费者应提前详细了解活
动规则，看清优惠使用条件、方
法和期限等；保存好商品图片、
文字介绍、支付信息以及聊天
记录等消费信息，一旦权益受
到损害，要及时收集好证据，依
法理性维权。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聚焦

市消协2023年受理投诉8605件

电商、培训投诉多发
售后服务投诉下降
这些消费陷阱多提防

3月14日，记者从市消协获悉，
全市各级消协组织2023年共受理消
费者投诉和咨询8605件。其中投诉
5891 件 ，咨 询 2714 件 ，解 决 率
95.17%，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861.06万元。具体投诉分析如下：

市场监管部门教你如何“避坑”
不被“秒杀”诱惑 防止“低价高收”

直播购物，不要被“秒杀”诱惑；在外就餐，防止“低价高收”……在“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来临之际，3月 14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增强防护意
识，谨防消费陷阱。

省消协室内环境投诉站提醒：
装修谨防全屋定制家具污染超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