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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帮您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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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坐，不妥
5 月 28 日，在银川市中山公园，一位年轻的妈妈

带孩子坐在一处摆件上。近日，公园新增了许多造
型摆件，吸引市民拍照打卡，但这对母子的行为既
不雅观又会带来安全隐患。

（本报通讯员 刘忠 摄）

“父母使用了上门推销的净水器后，不
但水质变差，而且有一股很浓的异味。”近
日，银川市民张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18909599990，反映上门推销的净水器夸大
宣传功效。

张先生称，前段时间，母亲家中来了一
位自称某品牌净水器的销售员，入户宣传饮
水安全，同时可以帮忙检查家里的净水设备
使用情况。母亲听闻免费检查净水设备，就
将对方请进厨房。销售员查看净水器后表

示，该净水设备已经淘汰，起不到净水作用，
并向老人宣传其公司生产的净水器不仅可
以净化自来水，还可以杀菌。听着销售员的
推销，母亲心动了，当即花 600 多元购买了
该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新装的净水
器不仅没有销售员所说的功效，水里还有一
股怪味，根本没法饮用。张先生得知此事，
多次拨打推销人员留下的电话，却始终无人
接听。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工作人

员表示，上门推销的销售模式，由于经营主
体流动性大，不法经营者以赠送礼品、夸大
产品功效、虚假演示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购
买，且不提供真实有效的购物凭证。后期如
出现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问题，消费者合法
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提醒广
大消费者，一定要对上门推销说“不”。上门
推销主要是针对老年人，推销净水器、保健
产品等，手法也不断翻新。消费者一定要保

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虚
假宣传。特别是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荐，以
免上当受骗。

消费者应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商品，
并向商家索要收款票据、产品合格证及保
修卡等，并妥善保存。如遇消费纠纷，可
拨打 12345 热线，也可通过登录市场监管
部门全国 12315 互联网客户端、12315App、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途径进行投
诉、举报。

上门推销净水器 净水不成反添堵
市场监管：警惕上门推销陷阱

本报记者 陶 涛

青铜峡市民马先生询问：吴 忠 市 至 银 川 市 的
城际公交开通后，方便了两地市民出行。但这趟公
交车从青铜峡经过，却没在青铜峡设置站点。相关
部门能不能考虑城际公交在青铜峡高速公路收费
站外设置乘车站点，方便青铜峡市区市民搭乘该趟
公交？

吴忠市交通运输局回复：吴忠市至银川市城际公
交 5号线共有 7个站点：吴忠汽车站、万达广场站、财
政局、吴忠高速路口站、银川汽车站（清和南街）、南门
广场站（原南门汽车站）、宁夏全域旅游集散中心
（原北门旅游汽车站）。该项目属天豹集团吴忠分
公司投标吴忠市民生工程项目，项目商定所有线路
站点均须设置在吴忠、银川市区内，并在政府和行
业主管部门备案。近期，青铜峡市人民政府正在积
极协调开通青铜峡至银川城际公交 7 号线，方便青
银两地居民出行。

（跑腿记者 张涛）

这趟公交能否增设站点

银川市民李女士询问：我经常使用电子医保卡支
付功能在药店购买药品，详细的消费记录及参保信
息，有没有便捷的渠道可以查到？

银川市兴庆区医疗保障局回复：用户可下载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 App，在首页点击个人参保信息—缴
费记录—消费记录，即可轻松查询个人医保账户
余额、缴费基数、医保缴费记录明细、医保消费记录明
细等。 （跑腿记者 周昕）

医保消费信息如何查询

银川市民张女士询问：最近抹完护肤品后，皮肤
会有刺痛感，不知道是不是用护肤品产生的不良反
应。请问，如何有效避免化妆品不良反应呢？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复：化妆品不良反应的
表现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皮肤瘙痒、灼热感、紧绷
感，严重的可能出现皮肤的红斑、丘疹等，有的化妆品
还可能导致皮肤色素的异常、毛发脱落、口唇炎症、指
趾甲畸形、引起或者加重粉刺等。如果使用化妆品
后，引起了皮肤瘙痒、红斑等症状，是最常见的化妆品
不良反应的表现。

消费者应选择有正规渠道来源的化妆品，仔细查
看产品标签和说明书，必要时可要求查看进货证明。
购买化妆品时要注意索要发票和购物凭证，以备维
权。查看化妆品标签内容是否清楚、包装是否完
好。标签中产品名称、全成分标注、生产企业名称
和地址、使用方法、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储存条件以
及必要的安全警示等都要标示清楚；进口化妆品应
有中文标签。按照化妆品标识中规定的使用方法
合理使用化妆品。如发生化妆品不良反应，应立即
停用可疑的化妆品，并立即清理掉皮肤上的残留物，
严重者应及时到医院皮肤科就诊。就诊时，应带上可
疑的化妆品及其外包装，以便做皮肤斑贴试验等辅助
检查，同时配合医生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跑腿记者 智慧）

如何避免化妆品不良反应

银川市民金先生询问：我是兴庆区新华东路安和
园小区居民，小区建成 20 多年了，有的居民楼外墙漆
已掉，外墙也没有做保温层，楼道单元门还是木头材
质的门，非常破旧，也不安全。请问能否将安和园小
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银川市兴庆区委办公室回复：2019年，安和园小
区已列入兴庆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中，改造内容为小区人行道和车行道路面拆除
及恢复。施工过程中陆续增加了疏通小区排水
主管道、砌筑检查井及更换铸铁井盖、拆除并恢
复楼前散水、清掏排水井 15 座、健身器材更换橡
胶地垫等改造项目。针对金先生提出的外墙漆
面脱落、保温层未改造、单元门破旧等问题，中山
南街街道办事处已向兴庆区住建局反馈并提出申
请，由兴庆区住建局逐级申报后，将安和园小区再次
列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

（跑腿记者 张涛）

安和园能否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记者采访发现，大多数消费者对家电
维修技术缺乏了解，在家电损坏了以后，
只能找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这就导致
了某些维修人员通过信息差来夸大家电
的问题，进而在维修的过程中收取高价。
家电维修行业中，小病大修、无病乱修、破
坏强修等问题层出不穷。

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就接到不少关于
家电消费的投诉，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题
有：家电产品质量或安装不合格，未按承
诺退换货；售后服务不到位；维修时间随
意性大，并常以各种不合理借口拒绝维修
或延期维修。近期，家用电器消费投诉主
要以冰箱、热水器等电器居多，问题主要
涉及产品能耗等参数与说明书不符、商家
消极履行售后服务义务等。那么，家用维
修如何“避坑”？消费者在遇到家用电器
维修纠纷时，应该如何维权？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应关注家用电器
的安全使用年限，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2020年 1月 10日发布《家用电器安全
使用年限》系列标准，涵盖冰箱、空调、
洗衣机等产品，不同的商品安全使用
期限为 8年至 10年不等，安全使用年
限是在设定的产品正常使用条件下，
推算出来的确保使用安全的基本年

限，安全使用年限与产品质保年限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家电类商品超期使用后，一
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涉及人身与财产安
全，需要谨慎对待。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家电维修当心夸大故障、修后

加价。比如空调故障无须重加氟利昂，有
些维修人员则坚持以氟利昂不足等原因
加氟，甚至谎报添加用量，增加维修费用；
有的维修人员维修完电器后，又以各种理
由巧立名目，增加费用。

自治区市场监督投诉举报中心提醒

消费者注意，在选择售后维修服务时，首
选所购品牌的官方售后服务网点，勿轻信
网络搜索出来的所谓“官方维修”，谨防家
电维修遭遇“李鬼”维修点。消费者可以
从产品说明书或售后服务手册上查找官
方售后服务联系方式，也可以联系电器经
营者，咨询官方维修人员电话或品牌官方
售后电话。消费者在选择家电维修点
时，应事先查验该维修点是否具有营业
执照，是否具备相关维修资质，选择信
誉好、有资质的正规实体维修点，切勿
一味追求价格优惠而随意寻找维修
点。选择售后服务机构时，应先了解清
楚有关维修项目及收费标准，必要时可
向官方客服寻求技术支持，了解官方的
价格收费标准。要问清是否有服务费、
检查费、上门费等外加收费项目。维修
人员上门时，可要求其提供工
作证等，确认是维修点的工作
人员，并要求维修人员出具维
修项目明细清单，并索要留存
相关费用票据凭证，一旦发生
消费纠纷可作为维权证据。
消费者如在购买、维修家用电
器遇到消费纠纷时，可根据国
家关于家用电器的“三包”规
定及时维权。

家电维修如何“避坑”
本报记者 陶 涛 杨 超 马 忠

近日，有群众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并
不愉快的家电维修经历。

银川市民孙莉莉想清洗家中的空
调，她在小区门口的家电维修店咨询，双
方商议清洗价格为 60元。维修师傅上门
清洗完空调后表示，空调噪声特别大，说
明制冷系统有问题，建议给空调加氟、重
装系统等，费用共计 280元。空调完成大
修，本应安然度夏，不料数天后，孙莉莉
发现空调又出现了噪声，且声音越来越
大。她给上次维修的师傅打电话，被告
知上门费就得100元。

吴忠市民蔡玉家中的冰箱坏了，便
在网上搜索到某品牌维修部的电话，联
系其上门维修。经过除冰、擦洗、更换零
件等操作，冰箱恢复正常运转。可是，第
二天冰箱又不制冷了，噪声非常大。蔡
玉再次拨打维修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后来，蔡玉通过正规途径查询到该品牌
官方客服电话，经过咨询，才知道自己遇
上了“李鬼”。

银川市民李晓彬最近也遇到了麻
烦。他在联系某冰箱品牌售后上门维修
时，工作人员报价 600元，称是“一口价维

修”。李晓彬要求其开具维修明细遭到
拒绝，票据上也未注明维修范围和所换
配件。维修后，冰箱制冷效果仍然不
佳，他向售后询问，竟被要求继续付费
维修。

大件家电维修动辄上百元维修费，
而小件家电维修，却让市民“如嚼鸡
肋”。近日，中卫市民牛卫国家中的榨汁
机无法运转，他四处询问维修事宜，有的
维修店表示不修小家电，有的能修，但维
修费达上百元。“我买榨汁机才三四百
元，修一次就 100多元，太贵了。这个才

用了一年多，扔了重新买，又太浪费了。”
牛卫国说。银川市民杜红也遇到过同样
的苦恼，家中微波炉的灯不亮，找了几
家维修店都表示上门维修服务费 50元
起，而品牌售后上门服务费更高达100元。

“微波炉比较重，我也不能抱到店里修，
上门维修费又高，让人很无奈。”杜红无
奈地说。

一个漏电保护器 118元、一根洗衣机
进水管 68元、一瓶油污清洁剂 48元……
市民纷纷吐槽，“看不懂”的家电维修价
格太贵、“花招”太多、“陷阱”太多。

维修家电不但花费不少钱，还屡屡
“踩坑”，反复修，越修越差。消费者吐槽
家电坏了，真是“修不如换”。那么，在家
电维修过程中，哪些环节让消费者望而却
步？

“家里的微波炉坏了，我没修，直接买
了一台新的。”吴忠市民李国花说，“找人
维修又费时间又费精力，还不一定能修
好，不如直接换个新的更省事。”

记者采访发现，和李国花抱有同样想
法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家电维修费用过
高、周期过长，以及修后质量难以保证、维
修缺乏规范等问题成了阻碍家电维修行
业发展的“拦路虎”。

2020 年，银川市民丁建军花费 5000
多元买了一台空调，去年夏天，空调突然
不制冷了。因为机器已过保修期，丁建军
在微信朋友圈联系上了一位家电维修人
员。“维修师傅说，空调的线路板坏了，必

须更换新的才行。”丁建军有些犹豫，但最
终还是决定更换，上门费、检修费再加上
更换线路板的费用，总共400元。

家住吴忠市红寺堡区的田海燕同样
也遇到了家电维修难的情况。家里用了
两年的电水壶坏了，田海燕舍不得扔掉，
想着修修看。好不容易找了一家维修店，
刚开始维修师傅不愿意接这个活儿，在她
的坚持下，师傅查看后告诉她，热水壶的
底座坏了，更换零件加上维修费用一共
30 元，问她还要不要修。“我觉得一个新
的烧水壶也就百元左右，维修要花 30元，
实在不值当。”田海燕说。

5月 30日，位于吴忠市利通区裕民东
路老东郊市场的少军家电维修店店门紧
闭，记者推开门，看见老板躺在椅子上。

“两三天能有个生意就不错了，没啥事我
就守着店。”维修店老板郭少军说，“现在
能找到我们的都是维修电饭煲、电炒锅和

热水壶等小家电，这些家电本身价格不
高，我们维修收费也要考虑顾客的心理
接受能力，收得高了顾客不划算，收得
低了我们又没啥钱赚，所以只能勉强维
持经营。”

记者采访了解到，家电产品出现“修
不如换”的情况，背后有多重因素，譬如维
修价格较高、维修周期过长、修后质量难
以保证、行业缺乏规范等。郭少军透露，
小家电一旦出现损坏，一般都是核心部件
出现问题，其价格往往是整个电器零部件
中最高的，事实上小家电的维修利润并不
高。小家电品牌杂、种类多，生产厂家良
莠不齐，各家配件不能通用，而且配件也
难找，大多需要联系小家电的生产厂家邮
寄配件，既费时又费钱，花费的检修时间
一点也不比大家电少，这样一来，维修成
本也跟着上去了。

同心县预旺镇小田家电维修师傅田

兴宝说，家电维修价格高，主要是因为配
件成本和人工成本高，其次，维修难度大
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的家电很多设
备都已经模块化、集成化、高密度化，不再
像以前更换一个或几个元件就能修好。”
田兴宝说，现在的家电维修基本上都以功
能组件更换为主，例如液晶电视如果出现
电源故障，就得更换整个电源板，费用自
然会很高。

“所有家电都有安全使用寿命，就像
我们日常吃的食品有保质期一样，超过保
质期，就应该报废。”田兴宝提醒，家电使
用时间超过了安全使用寿命，就可能发生
漏电、漏水、短路等问题，如果继续使用会
有安全隐患，因此一般超过安全使用寿命
的家电，应该及时更换。此外，一旦发现
家电出现故障，应及时找专业的家电维修
人员进行维修，切勿自行拆装，以免故障
升级或者引发人身安全事故。

■ 新闻热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更
加个性化、智能化、多样化，各类新兴家电走进千家万

户。家电种类多了，有关产品质量及售后服务的投诉也随之增
多。今年一季度，我区市场监管部门就接到不少关于家电维修的消费投诉，

一些消费者反映，在家电维修中，遇“坑”不断，导致“修不如换”的现象出现。家电
维修到底难在哪儿？遇到纠纷又该如何维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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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己动手维修取暖器。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鲁银社区志愿者义务为居民
维修家电。 本报记者 杨超 摄

吴忠市利通区少军家电维修店老板郭少军在修理
小家电。 本报记者 马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