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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是消协的同志吗？手机‘三
包’是如何规定的？”“我办理了一张卡，商家
跑路了怎么办？”……昨日上午9时至11时，市
消费者协会秘书长龙世武一行做客本报“3�
15”热线，接听消费者咨询、投诉热线电话，解
答消费者遇到的消费难题，为消费者指点迷
津。

在昨天的“坐诊”过程中，热线电话一直
响个不停。市民咨询、投诉涉及手机、购车、
宽带、家装、网购、预付卡消费等多个领域，值
守的工作人员均给予了专业中肯的解答，并
为市民支招如何维权。

“从消费者的来电情况可以看出，现在消
费者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了，然而，很多人却
不会维权，更不知道该怎样去维权。”市消协
龙秘书长在接听完消费维权热线后表示，现
在消费环境已得到进一步改善，但还是有不少企业
和经营者缺少诚信，有意规避自己的责任，欺骗或是
糊弄消费者。

很多咨询电话都反映了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不
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真正碰到问题因拿不出凭
证而使维权陷入被动。对此，龙秘书长提醒，如果遇
到消费陷阱，要利用合法、合理的手段保护自己的权
益，在消费时保留好相关证据，以便维权时有据可
依，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现场问答选登

市民王先生来电：我和朋友到餐馆去吃饭，我带
了一瓶白酒，可餐馆在结账时要收开瓶费，不知这是
否合理？

回复：餐饮服务经营者收取“开瓶费”、“包间费”
等其他费用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经营者在消费者
消费前是否明确告知收取费用的种类和标准，如明
确告知后消费者可以根据情况进行选择是否消费。
若是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收取除餐费外的其他
费用则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该项不合理收
费，并可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

市民张女士来电：我购物时支付了一笔“定金”，

之后几经考虑想取消购买其物品，可商家不退还当
初所交定金该如何维权？

回复：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如需缴
纳“定金”，应进行充分考虑后才缴纳。根据我国
《合同法》、《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定金”用于保
证合同的正常履行，缴纳定金的乙方违约，无权要
求退还定金，收取定金的一方违约，则应双倍返还
定金。

市民覃女士来电：经营者明示“浪费食物每200
克加收费用25元/位”，还有些商家提示“吃不完菜品
超过150克，所剩酒水饮料超过瓶子10%加收一人餐
费，请问商家有权对消费者实行处罚吗？

回复：自助餐浪费现象严重的原因主要是消费
者节约意识不够，一些消费者认为，既然支付了费
用，餐厅就不应该采取罚款措施，其实多数经营者制
定提示卡的本意只是善意提醒，并不是为处罚，如果
去处罚肯定会影响顾客对餐厅的看法，而且很容易
引发纠纷，自助餐厅不具备执法权无权向消费者收
取罚款。但从法律角度而言，餐厅工作人员如果提
供了必要的服务和提醒，消费者却故意造成大量浪
费则构成违约，餐厅则有权收取违约金。自助餐厅
可以推行奖励措施，对不剩食物的消费者给予一定
的奖品，效果比处罚要好许多。

2016年，全市工商和消
委系统通过电话、来访、互
联网、微信、来函等方式共
接收消费者情况反映26405
件，其中咨询24397件、投
诉1855件、举报75件，为消
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共计
365.73万元。

其中，商品类投诉1433
件，占投诉总量的77.3%。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物质
生活的丰富，与日常生活最
为密切相关的商品：家用电
器、服装鞋帽、日用商品及
食品仍然是广大消费者关
心、关注的热点。由于部分
经营者漠视商品或售后服
务的质量问题，更有部分不
良经营者利用节假日推销
质量低劣的商品，侵害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导致消费投
诉增多。

2016年工商消委
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365万元

本报讯 13日下午，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作客本报“3.15”热线，在当天的
热线里，市民所反映的电梯问题和游
乐设施问题居多。

市民邱女士：市内游乐设施是否
每年进行检验？

回复：市内的大型游乐设施每年
都由四川省特检院进行定期检验，经
检验合格后，方能运行。检验合格证
按规定粘贴在设备显著位置，请游客
游玩时注意查看。

市民张先生、陈女士问：社区、广
场的小型游乐设施安全吗？

回复：市区内各广场、社区的小型
游乐（设备）设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调整范围，质监
局无监管职能。建议市民带孩子到正
规的游乐场所游玩。

滨江茗苑龚先生反映：电梯晃动
是怎么回事？

回复：电梯晃动可能是一般故障，
请联系电梯维保单位及时处理。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值守“3.15”热线

电梯游乐设施质量是热点

（本报记者 何林 洪叶 罗丁山）

市消协做客本报“3�15”热线
提醒：保留好证据，做聪明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