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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可能对您消费维权有帮助

去年2月，西工区一女士在影
院街某美发店做头发时，美发师不
小心将其右耳耳钉扯掉，致使右耳
撕裂2~3厘米，她要求赔偿现金2.5
万元。

工商人员咨询律师相关法律
问题后，单独与美发店的负责人
进行了沟通，店家表示愿意进行
赔偿。随后，工商人员又与消费

者沟通，消费者表示愿意依法合
理维权。最终，美发店一次性赔
偿现金6000元。

提醒：消费者享有安全权，即消
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
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
权利。因此，商家应负责消费者在
消费环境中的安全。安全受到侵害
应第一时间到工商部门申诉。

误伤耳朵 安全受侵也要赔

去年12月，李女士在某酒店交
了1000元定金预订了婚宴酒席，婚
期临近时却被告知因故不能在婚礼
当日为其提供酒席，且店方拒绝退
还定金和赔偿损失。

酒店承认工作中确有失误，愿
意为李女士提供高于原标准的婚
宴，但李女士要求酒店退还定金并
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万元。经过调

解，酒店向李女士道歉并退还定金
1000元，赔偿违约金1000元和精
神损失费1500元。

提醒：准新人预订婚宴前一定
要与商家协商好双方要承担的义务
和责任，并进行书面约定，以免出现
纠纷。根据合同法规定，收受定金
的一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应双倍
返还定金。

婚宴误期 酒店退钱又赔偿

去年10月，裴女士拨打12315
申诉，称其5月在老城区某婚纱摄
影店花4000元拍了40张婚纱照，
7月取照片时发现十几张照片存
在镜头穿帮、衣服破洞等问题，店
方承诺 8 月会将问题照片“修”
好。8月，裴女士去取照片时发现
仍有7张没有“修”好，店方再次承
诺9月会全部“修”好。裴女士9月
来到该店时，工作人员以经理不在
为由再次推脱。

工商人员调查后认为，该婚
纱摄影店在履行义务时，没按约
定采取补救措施，应承担违约责
任。最终该婚纱摄影店负责人向
裴女士道歉，并赔偿其2000元误
工费。

提醒：消费者拍写真或婚纱照
前，要和店家详细签订合同或协议，
将取片时间、照片要求等仔细、具体
注明，以防商家不按合同履行义务。
若商家不履行合同，可要求赔偿。

一拖再拖 婚纱照屡“修”不好

去年2月下旬，偃师市工商局
商都工商所接到6名消费者的申
诉，称用所购消费卡到金利来皮鞋
专卖店消费时，该店负责人张某却
称：门市已转让，不予兑现。

商都工商所查阅登记档案，发
现原店主彭某已于不久前将营业执
照注销，并注明没有债务。工商人
员根据彭某登记的手机号，与其多
次联系未果，到其登记住址也没有

找到其人；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彭某
新手机号，通知其到工商所协商处
理申诉。3月15日，6名消费者与
彭某当面办理了退卡事宜。

提醒：预付消费时，消费者应选
择经营时间长、信誉度高的店家，不
要存入大量现金。遇到店面转让，
要保存证据到工商部门申诉，查询
店主变更情况及承接双方的经济继
承关系。

人走店转 预付资金寻回难

去年8月，李先生在我市某电
器有限公司买了一台饮水机。8月
31日晚上，饮水机竟然自燃并导致
李先生办公室失火。新装修的墙
面、家具等物品被烧毁。因与厂家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李先生遂投诉
至市消协。

经调查确认，饮水机自燃主

要是因为自身质量问题，李先生
未切断电源也负一定责任。饮水
机生产厂家赔偿李先生饮水机一
台及5000元经济损失，其他损失
自理。

提醒：家电安全事关重大。气
温逐渐升高，家电安全隐患在增多，
不用的电器一定要切断电源。

机燃房损 厂家用户均有责

去年2月，市民刘女士看到朋友
家的楼梯非常漂亮，自己也订购了一
套。安装后，刘女士觉得不如朋友家
的美。刘女士与楼梯专卖店多次协
商让其检查，对方否认有问题。

为解开心中的疙瘩，刘女士对楼梯
的所有部位进行了品牌求证，结果证实

固定楼梯的部分配件不是“原配”，而是
相对便宜的产品。经调解，该楼梯专卖
店双倍赔偿消费者损失及因此产生的
误工费、交通费等共计3万余元。

提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
掉。要维权，首先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条，让不法商家无话可说，无处遁形。

偷梁换柱 部分配件非“原配”

今年春节前，市民孙师傅听信电
视购物栏目中“效能锅”的宣传，花
480元购买了一套。使用后，他发现
并不像电视里说的“10到15分钟就
可以炖好排骨、猪脚”，而是 1个小
时也炖不烂。孙师傅只好拿着锅找
到了市消协。

消协工作人员查看后，认为只
是一般的锅，无奇特之处。和推销
方联系，对方不承认是虚假宣传，并
要消协工作人员认真听他们的节目

录音。
原来，节目里，他们是说要先炖

上半小时，再焖10到15分钟。由于
把两句话分开说了，加上主持人语速
极快，孙师傅没留意“效能”的前提。
由于理解有误，加上锅是邮购的，找
不到生产厂家，无法维权。

提醒：电视购物问题很多，其最
大的弊端在于推销方、生产方、邮寄
方不在同一地点，一旦出现问题，追
究起来格外困难。

言语难辨 电视购物“陷阱”多

2012年2月，瀍河回族区的王女
士在小区附近一超市购买了2瓶大宝
SOD蜜，使用后出现皮肤过敏症状，
她怀疑买了假货，于是寄到生产厂家
进行鉴定，结果的确是假的。

为了“教训”商家，王女士又到该
超市购买了同批次产品40瓶，然后
要求该超市按照假一赔十来赔偿。
双方协商不成，王女士最后投诉到了

工商部门。接到投诉后，工商部门暂
扣了该超市货架上的大宝SOD蜜，
并根据程序进行鉴定，但结果表明这
批是真的。由于证据不足，工商部门
无法为她维权。

提醒：若买到或者发现假冒伪劣商
品，应保存好原始发票或者相关凭证并
及时向有关行政执法、维权部门举报，尽
量不要直接与商家私下协商解决。

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道路并不平坦，消费者每次满怀
希望的投诉并不是都能换回满意的结果，义愤填膺不是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理有据才能让商家无话可说。下面
这些案例，是记者从市消费者协会日前公布的2012年维
权案例和工商部门平日调解的案例中挑选出来的，有维
权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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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假得真“教训”对方反遭殃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案例六】

【案例七】

【案例八】

绘图绘图 雅琦雅琦

工商部门和市消协提醒：消费者维权不能靠义愤，有理更要有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