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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是消费旺季，也是各类消费纠纷的高

发期。为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多地市

场监管部门发布暑期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

者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
中，要注意保留消费凭证，以下材料可以

作为维权凭证：购物小票、保修单、发票、
纸质或电子版合同；录音、录像；网购交易记
录、聊天记录；加盖公章的旅游行程表、计划
书；加盖公章的消费清单。
  网购时要索要发票并保存(注意是否为假发
票)，保存交易中使用过的快递单、收货单、付
款单等一系列单据以及聊天记录、产品包
装等。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本着合法、
正当、公平的原则，先与商家沟通和协商，依
法提出合理诉求，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一旦

发生消费纠纷，可以直接拨打12345投诉
举报电话，以及在“全国消协智慧315

平台”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本报综合

依法维权

暑期消费 请收好这份提示

噪外出旅行要慎重

  选择通过旅行社出游的消费者，应选择有合法

资质、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旅行社。消费者应与

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对日程的安排、景点数量、

食宿标准、出行交通工具、游览过程中是否有自费

项目、违约赔偿等约定清楚，旅行社的口头承诺也

应写进合同，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切莫选择无相关

证照、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对微信圈、短视频、俱

乐部等组团旅游形式要提高警惕，慎重选择，避免

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增加维权难度。

  同时，要注意“低价团”，在购物方面尽量选

择正规商店或管理规范的市场购买纪念品，不要轻

信“老乡店”，更不要随其前往，以防受到胁迫。

在景区购物要事先做好功课，充分了解产品是否符

合自身需要，避免冲动消费。购买商品时务必看清

商品的价格、质量、产地，索取发票（收据）等商

家凭证。

噪购买盲盒要理性

  盲盒因神秘性和趣味性，受到儿童和青少年的

喜爱。盲盒商品种类也从玩具扩展到文具、图书等

众多领域，随之而来的消费纠纷也逐渐增多。对于

盲盒类商品，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选择，谨慎购

买，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认清盲盒具有不

确定性的本质，防范商家过度营销，并拒绝购买过

度包装的玩具。

噪网游消费防陷阱

  网络游戏的骗局多种多样，“免费领取游戏道

具”就是其中的一种诈骗手段。不法分子在各类短

视频平台和论坛中散布类似“加群领免费游戏道

具”的消息，待未成年人加入群聊后，不法分子称

扫描二维码即可领取，但由于受害人是未成年人，

所以需要使用父母的微信进行扫描。受害人扫描后

会提示“领取失败，账号被冻结”，不法分子便会

告知受害人需通过扫描付款码进行解冻，解冻成功

后钱款会自动退回，并且运用各种话术诱导受害人

反复进行付款，骗取大额钱款后便立刻失去联系。

  随着暑期的到来，未成年人触网或将迎来高

峰。家长要履行监护责任，确保对孩子的电子设备

有充分的监管，避免孩子在没有成人监管的情况下

进行大额充值。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银行卡密

码，建议取消免密支付设定或限制小额支付的免密

功能，同时绑定大额银行卡时设置严格的支付密

码，并开启大额交易短信验证码提示功能，以便及

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

  引导孩子通过正规渠道下载或购买正版游戏，

避免使用不明链接或下载盗版游戏。这样可以确保

孩子的消费得到合理的保障，避免因游戏平台无法

联系或关闭而导致财产损失。

  在校学生请务必妥善保管银行卡、电话卡以及

微信、QQ等网络社交软件，不要为了蝇头小利而帮

助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导致被公安机关追

究法律责任，不要还没出校门，人生就已蒙上了

污点。

噪饮食安全时刻放心上

  选购新鲜食材：应在正规商场、超市或

农贸市场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采购或采摘

不认识的野生菌、野菜、野果或捕捞野生贝

类，以防食物中毒。特别是野生菌，选购野生

菌时要坚持“六不”原则：不熟悉的不选，不易

识别的不选，头上戴帽（菌盖）、腰间系裙（菌

环）、脚上穿鞋（菌托）的不选，混煮的不吃，凉

拌生食的不吃，饮酒时不吃。购买预包装食品

时，要注意查看标签标识，不购买无厂名、

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的产品。

  妥善保存食物：购买的食材或食物应严

格按照其贮存要求存放并尽快食用。鲜切水

果避免过夜存放；干制品也应密封后冷藏保

存；冷藏冷冻食品应尽快放入冰箱贮存，注

意分类、分区单独包装、存放，以避免交叉

污染。冰箱应经常清洁、消毒，减少冰箱中

微生物滋生的概率。

  外出就餐或网络订餐时，首先要选择证

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环境整洁、网络评价

较好的餐饮饭店，优先选择实施“明厨亮

灶”和餐饮服务量化等级高的餐饮服务单

位。外出就餐应索要发票或收据。

  自制发酵食品时，要特别注意清洁卫

生，加工食材应充分清洗，所用刀具、砧板

要生熟分开。家庭制作发酵食品时应彻底蒸

煮原料，加热温度到100摄氏度，持续10分钟

-20分钟，以破坏各类毒素。选择合适的储存

条件，加工后的食品应迅速冷却并在低温环

境储存，避免再污染和在温暖或缺氧的条件

下存放，防止毒素产生。

  注意个人卫生：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

认真落实相关措施，严格进行场所的通风、

消毒。消费者要注意个人卫生，餐前勤洗

手，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绿色环

保，杜绝餐饮浪费行为。

  外出旅游要从正规销售渠道购买食品，无

固定场所商贩售卖的食品以及无生产厂家名

称、生产日期、生产地址等的食品应谨慎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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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课外培训不盲从

  目前，校外培训机构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服务缩水、不按合

同约定开课、合同中含有霸王条款、培训

机构单方变更服务协议、不与消费者签订

正式合同等。家长给孩子选择校外培训机

构时，注重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确保预

付资金的安全。

噪谨慎选择研学游

  家长在选择研学游、夏令营等活动时

首要考虑孩子的身心安全，尊重孩子

意愿，综合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

性格特点并结合活动时间的长

短、地点、内容安排等因素，

有针对性地选择暑期活动，切

勿盲目跟风，只看价格不重

品质，要做到理性消费。选

择具有相关行业资质的机

构，尽量通过正规渠道选

择口碑好、规模大的研学

机构，不要轻易点击来

路不明的链接从而泄露

个人隐私信息。在签订

合同时一定要重点关注

与自身权益相关的重要

条款，如日程线路安

排、项目费用、违约责

任等，面对霸王条款要

及时与商家协商修改，不轻易相信口头承

诺。对研学项目宣传内容进行查询辨别，

可通过致电名校官方电话等正规渠道核实

“名师”身份、专业程度、研学主题，上

网查看消费者评价留言，避免参加馆内

“放羊”“校门打卡”“游而不研”“只

研不游”等存在虚假宣传或货不对板的

“伪研学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