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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女士的手机里，有京东、聚美、

唯品会、当当、蜜芽、1号店等数个网购平

台，临近“双11”，这些平台齐发力，一些平

常价格较高的商品，在满减、折扣后，售价

也就变得亲民起来，此时，李女士就会自

动进入到抢货模式。

心理专家指出，这种心态很容易让消

费者忘掉自身所需而过度关注折扣让利

的部分，因此“秒抢”许多用不到的商品。

去年，李女士抢货到凌晨 3 点，花费近

6000元。她算了算，50%以上物品极少使

用，10%物品从未使用。

建议：消费者事先列一张需要购买的

物品清单，对照清单按需购买,以免造成

浪费。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不必要的商

品，不要被“优惠”“折扣”“便宜”“返现”

等字眼冲昏头脑，警惕价格陷阱，避免权

益受损。

■本报记者 叶祯 实习生 王钰琪

“双11”就要来了，相信不少网友的购

物车已经堆满，就等着 11 日零时准点开

抢。昨日，市食药监局发布消费提示，提醒

广大市民在网购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食物的安全性。

网络产品多种多样

记者在淘宝上看到，单是减肥茶一款，

就有数百种，有药厂官方旗舰店的，也有专

卖店和专营店等。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不等。在产品信息上，有的直接标注药监

局审批减肥产品，有的标注国家健字，还有

网红代言产品。

记者打开其中一款标注药监局审批的

减肥产品，在“参数”中找到卫食健字的批准

文号，再到网络上一搜索，山西食药监局抽

检保健食品的公示上显示该批号产品合格。

收货时还须“四看”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的标签、

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对卖家宣称有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的食品，或明示暗示有保健功能

的非保健食品，消费者务必要谨慎购买；查

卖家信誉，看发布的买家评价是否真实，对

买家的投诉能否及时有效处理反馈。

在购买网络食品到货后，食药监专家

强调，市民还要做到“四看”：一看商品包

装，检查包装是否完好无破损。二看商品

标签，检查是否标明食品名称、配料表、净

含量和规格、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名称、食品

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等，是否与

所购买食品网页发布的信息一致；进口食

品注意核对是否有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

内容是否与外文描述一致。三看商品日

期，检查是否超过保质期，有否提前标注生

产日期或者涂改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现

象。四看运输条件，检查是否符合食品标

签或说明书标注的特殊运输和贮存要求。

特殊食品要查备案信息

对于即将到来的“双11”网购高峰，市

食药监局提醒消费者，网购食品，注意保留

消费咨询记录及消费凭证。消费者如果发

现网络食品安全问题的，可拨打12331向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此外，消费者在网络上购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

时，如果卖家没有提供产品的注册证书或者

备案凭证，或在权威部门查询不到相应信息

时，消费者务必谨慎购买。网购婴幼儿配方

食品，可要求卖家提供生产厂家出具的该批

次食品检验合格报告；网购的保健食品到货

后，要注意确认产品包装上有没有保健食品

标志(小蓝帽)，没有保健食品标识的非法保

健食品，不要签收，及时退货。

网购食品到货 首先做到“四看”
市食药监局提醒消费者需注意商品包装、标签、日期等是否与网页上一致

一些不法分子冒充“淘宝客服”人

员，主动打电话给消费者，谎称所购商品

有质量问题需要召回并愿意多倍退赔消

费者货款，致使消费者上当受骗造成经

济损失。

今年7月，南京的周女士正为网购

烤箱退款烦心，此时她接到了自称是淘

宝客服电话，其听信对方提出的微信退

款更便捷的“建议”，加了对方为微信好

友。此后，周女士收到对方发来的二维

码，她按照对方所说填写了个人信息资

料，并将收到的手机短信验证码告诉了

对方，随后周女士很快收到了自己消费

299999元的银行短信提醒，这才意识到

被骗。

建议：消费者不要轻易相信主动打电

话找上门的“淘宝客服”，不要扫描点开所

谓“客服”发来的“退款”二维码和链接，不

要随意安装对方提示安装的App，谨防登

录钓鱼网站。切勿将个人身份证号、银行

卡、淘宝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告知对

方，以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案例：被折扣价冲昏头 只顾抢货不管实用
建议：列出购物清单，按需购买

商家为了留住消费者，推出了预付定

金制度。为能拿到更低折扣，或者为了能

“霸”住商品，消费者也甘愿付定金。然

而，预付定金就能确保拿到货物，又或者

能拿到更低的折扣么？答案是不一定。

市民王女士去年参加了某电商平台

“双11”活动，其在支付定金后，一直苦

等商家发货，最后商家客服却告知她没

货了，可以退款。王女士很气愤，实体店

同样有促销价，但因为在电商平台交纳

了定金，导致其错过了实体店的促销活

动。而市民韩女士在缴纳定金后发现，

多个童装品牌“双 11”当天的折扣幅度

竟比提前交纳定金更低，韩女士最后提

出向工商部门投诉，部分商家才予以退

款。

建议：目前，电商平台流行预付定金

制度，商家规定消费者预付定金后必须在

规定时间内支付余款才能享受优惠价，而

实际上却存在规定时间内系统无法付款、

订单被无故取消、定金不予退还等“猫

腻”。因此，消费者网购前一定要了解清

楚促销活动的细则，并注意留存促销活动

的截图和商家做出的承诺的截图等证据。

案例：交定金反而买贵 要退定金很艰难
建议：花式促销需留心，预付定金需谨慎

案例：轻信假客服办退款 被盗刷近30万元
建议：勿泄露个人身份证号和银行卡等信息

去年“双11”，市民张女士在某网站

平台购买了一件猕猴桃，结果到货时间推

迟了一周，收货后，近半数水果已损坏。

为此，其找店家讨说法，却仅仅得到了几

元钱的赔偿。广西消委会指出，“双11”

前后商品交易量激增，快递服务难免出现

延迟，消费者购物后要有延迟收货的心理

准备。

建议：“双11”期间，消费者尽量不要

网购急需用品和保质期短的生鲜制品

等。收到商品时，一定要仔细验货。确

认货品完好无损、并与选购商品一致或

符合约定后再签收。遇到快递商品损毁

或丢失的情况，消费者可要求赔偿。商

品包装上的消费者个人信息要及时销

毁，防止泄露。

案例：水果被物流耽误 到货时坏了半箱
建议：验收商品需仔细，防止货不对版

市民韦先生去年“双11”购买了一款

净水器，年底安装，使用几个月后出现漏

水，厂家声称净水器保修半年，但期限应

该从购买之日算起，因为超过半年，韦先

生需要支付维修费用。韦先生则认为，应

从安装之日算起。因其消费安装均有凭

据，这也为他维权提供了帮助。

建议：消费者在网购时尽量选择第三

方支付平台付款或者货到付款，不要直接

转账或扫二维码等方式进行付款。消费

者在网购时一定要索取购物凭证并截屏

保存购物聊天记录和商家承诺，一旦发生

消费纠纷，可及时联系购物网店进行处

理。如无法达成一致，可先申请退款，然

后向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投诉。如纠纷

依然不能解决，可以向12315投诉或通过

中消协电商消费维权直通车解决，依法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双11”买货年底装 保修却从购买日起
建议：保存消费安装凭据，及时联系网店处理

来了来了

■本报记者梁静

“双11”临近，店铺优惠券、跨店满减、分

享有礼等商家花式促销让人看花了眼。据

广西消委会统计，此时也是消费纠纷的高发期，投

诉主要集中在：优惠促销无法兑现、商品质量和商

家描述不一致、商家擅自取消订单、售后服务难以保障、

发货延迟等问题。昨日，广西消委会发布消费提醒，向

消费者支招，规避消费陷阱。

广西消委会发布广西消委会发布““双双1111””消费提示消费提示，，勿被商家花式促销冲勿被商家花式促销冲昏头昏头

小心预付金猫腻 警惕假客服来电

之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