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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
诚信安全激发消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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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

旻矣）餐厅扫码点单偷

偷收集用户信息，培训

班和房产中介非法收集

顾客信息并拨打骚扰电

话，连锁品牌未公示盲

盒抽取概率……昨天，

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一

批个人信息保护、盲盒

销售违法典型案例，中

原物业、秦汉胡同、名创

优品、沫沫班长等上榜。

非法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始终是

市场监管部门打击的重

点。典型案例中，有4

例涉嫌侵害消费者个人

信息。比如，杨浦区市

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上

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

司的下属分公司进行执

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

办公电脑系统内存在被

泄露的房源信息且未取

得房主授权委托，信息

系当事人从其他房产中

介（已另案查处）处获

得。当事人未经同意，

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

个人信息，并拨打骚扰

电话，严重影响房源信

息主的日常工作和生

活。又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在对上海秦汉胡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青

浦第一分公司的经营场所检查时发现，

当事人电脑中存储个人信息内含姓名、

年龄、电话以及联系记录若干条，且无法

提供合法来源。

扫码点餐收集手机号也是严厉打击

的问题之一。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接消费

者举报反映，在上海那嘎的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闵行分公司就餐后受到电话和短

信骚扰。经查，当事人通过扫码点餐功

能违规收集消费者手机号的个人信息。

盲盒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此次发

布的典型案例中有四例与此盲盒相关。

比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专项检查发

现，上海沫沫班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高

科东路分店（店招：沫沫班长）销售的“七

彩宝石盲盒”及唐镇悠优杂货店（店招：

名创优品）销售的“奥特曼黑暗引力勋章

第一弹”两款盲盒类商品，商品外包装和

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均未注明相关款

式以及隐藏款的抽取概率。

“公益律师天团”首次集体亮相
本报“3·15公益市集”为市民答疑解惑

根据3·15晚会发布的预告，今晚将聚
焦“共筑诚信 共享安全”，关注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揭
露屡受处罚的食品企业仍违规经营、天价
消费品背后的营销套路、互联网数据造假
以及新型网络诈骗手法等。具体将开哪
些“盲盒”，今晚8时见分晓，被点名领域相
关企业的负责人，少不了要紧张一阵了。
从去年3·15晚会的“用诚信之光照亮

消费信心”，到今年的主题“共筑诚信 共
享安全”，讲的都是“诚信”二字。其实，诚
信应是做人做事的底线，无论是用倡导诚
信经营、遵纪守法、公平竞争、有序发展来
服务高质量发展，还是让人人享有一个安

全消费的环境，实现全国消协确定的2024

消费维权年主题“激发消费活力”，消费者
的要求是希望真正实现“一分价钱一分
货”，而不是买到滥竽充数的商品和服务。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设立至今已有41

年，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消费者权
益保护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大，面临的挑战
也越来越大。就拿昨天由消费者网等几
家机构联合发布的《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
情分析报告（2023）》来说，直播带货的飞
速发展就给消费者权益保护带来了巨大
挑战。
都说“直播的尽头是带货”，每天打开

手机，各种客户端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直播
带货，夸张的话术和低廉的价格刺激着消
费者不断下单。然而，相比线下销售，这
些“云”里来“云”里去的直播带货难以监

管，所以，不仅仅是素人主播可能存在问
题，那些知名度更高的头部主播也不能做
到独善其身。上述《报告》就指出，在对17

位主播的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数据分
析后发现，涉及李佳琦的维权舆情最多，
占比高达41%，而且，李佳琦的产品质量
舆情更为突出，疯狂小杨哥和辛巴的不文
明带货问题舆情较为突出，贾乃亮和辛巴
的发货问题舆情较为突出。

1993年，3·15晚会推出的打假歌曲
《雾里看花》一炮而红。歌曲创作者阎肃
曾透露，接到创作任务时，他琢磨那时假
冒商品最多的是化肥、农药等，但总不能
写“化肥是假的，农药是假的”吧。思来想
去，就做了朦胧的艺术处理，将那些假的、
差的、坑骗顾客的商品虚化成一个“纷扰”
的世界，需要借一双慧眼“看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相比31年前，如今的互联网消费似乎

更像雾里看花。在去年3·15晚会曝光的
12大问题中，互联网平台经济乱象成为“重
灾区”，占比接近一半，今年预计比例也不
会低。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发展带来的消
费方式更新换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消费
者需要的不仅是“借我一双慧眼吧”，而是
更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引
导和督促经营者合规经营。一方面要做到
包容审慎监管，建立完善相应纠错容错机
制，为各类型互联网消费平台和从业者的
积极健康发展留出一定空间；另一方面更
要严守法律底线，确保其在规范中发展。
有了安全感，市场才有信心，才有活

力。所以，维权不仅仅在一年一度的3月
15日，更在“监管365”。

小小消费者
“实战”学维权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金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朱泾监管所工作人员今天

走进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开展“小小文明消

费者”主题宣讲课，推动消费维权知识延伸到

校园、课堂。工作人员围绕食品、文具等与学

生们生活、学习息息相关的消费品，通过图文

展示、互动问答等方式，讲解如何识别生产日

期和保质期、厂家生产许可证、商标与认证

等，提升学生们消费意识及维权常识。

图为监管所工作人员带领该小学二年级同

学前往世纪联华“实战”购物，增加孩子们对商

品优劣的评定经验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公益律师团来了，家装公司来了，三

大运营商来了，银行和保险公司来了，头

部电商平台也来了……今天上午，威海路

上报集团的一楼大堂热闹非凡，由新民晚

报社、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主办的“3·15新民晚

报公益市集”、“上海市消保委公益律师3·

15现场咨询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多个行

业的近20个摊位现场设专席，接受消费

维权咨询，为市民答疑解惑。

律师现场解答
由22位消保委第八届公益律师组成

的“律师天团”成了最受青睐的点位。9时

许，家住浦东东明路的叶阿姨夫妇就赶到

“公益市集”，还带来了在家门口小店内购

买的奶粉和保健品。

“我肠胃不好，这家店宣传这种产自

甘肃的纯牦牛奶粉可以改善胃肠道，我就

买了2万多元，一罐要近200元。但吃了

很久感觉没效果，就想找相关部门检测

下，是不是如推销员所说是纯的牦牛奶

粉。”叶阿姨告诉记者，“这家店经常带老人

旅游，不少老人买了很贵的产品，还不敢告

诉小辈。我们是晚报老读者，看到今天有

律师咨询，一大早就换了两部地铁过来。”

现场接待老夫妻俩的上海市沪南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陈红春律师，擅长的正

是食品领域。她表示，通过配料表初步

判断产品不是纯牦牛奶粉，但外包装印

有生产许可证和厂家的售后电话，不能

说它是假奶粉。

针对老人的诉求，律师们帮助查询了

相关检测机构的电话。“建议老人今后买

东西时要理性，一定要把自己的购买意愿

表达清楚。”她提醒。对此，叶阿姨表示律

师们给出了很多指导，“今天很值！”

而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玉霞律师，也被市民围个水泄不通。家

住陕西北路的王阿姨（化名）说自己经常

看小张律师的节目，今天特地来找她咨询

遗嘱公证相关的事宜。虽然不是消费维

权的范畴，但张玉霞还是耐心地解答了她

的疑惑。“我邻居看到晚报上的信息，特地

告诉我今天可以在这里找到她，非常感谢

晚报的活动。”王阿姨说。

助力专业维权
记者获悉，今天到场的22位律师分

别擅长食品、餐饮、房地产、教育培训等领

域。这也是消保委公益律师团首次集体

亮相面对面接受市民咨询。

公益律师团代表、北京天达共和（上

海）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陈永兴告诉记

者，很庆幸能和同仁们一起发挥专业优

势，助力依法消费维权。“每届公益律师都

会参与消保委的公益坐班咨询解答、对企

业的公开约谈、消费疑难案件研讨，参与

涉及消费者的法律法规、行约行规修订、

修改工作、参与消费相关课题研究等，助

推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更为专业化。此

外，去年市消保委建立了公益律师法律沙

龙机制，积极发挥公益律师在日常定分止

争、公益诉讼及支持诉讼中的作用。”他表

示。

市消保委主任方惠萍，市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倪俊南，市消保委秘书长、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陶爱莲也来到

了现场，与公益律师们亲切交谈并合影。

截至上午发稿，律师团已接待了数十位消

费者咨询。

各行各业参与
此外，今天现场还有来自金融行业、

家装行业、头部电商平台的从业者们。在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摊位，客户服务部的全

国劳模邱莉娜正在接待来自浦东的陈老

伯。“老人希望确保每个月的纸质账单都

准时寄到信箱中，我们已把他列入特别关

爱名单，每个月派专人跟踪账单有否寄

到。”她说，上午已和同事一起接待了约十

位市民，有不少人咨询家中某个房间宽带

信号不好，工程师还带来仪器现场解答。

在现场，上海市室内装饰协会会长徐

国俭代表行业发布了社会承诺，倡议家装

行业提高施工质量，提升行业品质。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