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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堆放几个月了都不清走，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4月 25
日，柳江区拉堡镇基隆村中角屯
村民谭先生向“柳报维权哥”
（微 信 号 ： 18977221234） 反
映，柳江区拉堡镇政府工作人员
在组织强拆中，将大量废旧塑料
制品和电子产品拉到该村灯光球
场堆放，尽管他们向相关部门反
映、投诉，但几个月过去了，问
题仍得不到解决。记者就此进行
了走访。

灯光球场堆满废旧物品

4月25日上午，记者来到基
隆村中角屯看到，该屯的两个灯
光球场确实堆满了大量废旧物
品，其中大部分为废旧电子产
品，如电磁炉、电话机、键盘
等。有些废旧塑料制品不仅边角
非常尖利，在阳光暴晒下还散发
出异味。

“不要跑进去，小心被扎伤
了。”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突然
传来一声警告。原来是村民谭先
生的孙女被废旧堆中的跷跷板给
吸引住了，趁他不注意就想跑进
去玩，谭先生赶紧喊她停下，并
快速走进去将孙女抱出来。

谭先生说，这些废旧物品是
今年1月中旬，拉堡镇政府工作
人员组织人员对一违法建筑进行
强拆时，用车运到这里堆放的，

两个灯光球场都堆满了，估计有
数十吨。当时村民发现后，对方
称只堆放几天就清走；可如今都
堆放3个多月了还不清理。村民
多次向柳江区多个部门反映，问
题至今得不到解决。

居民担心废旧物品产生
有毒气体

“ 过 年 都 没 有 地 方 搞 活
动！”谭先生说，村里的这两个
灯光球场不仅安装有篮球架，还
安装有不少健身器材，是村民平
时锻炼和休闲的主要场所。自从

球场被这些废旧物品占满后，村
民没有了锻炼的地方。

谭先生说，灯光球场被占用
还是小事，如今天气热了，这些
废旧物品经高温暴晒，万一产生
大量有毒气体，就会严重危害村
民的健康。为此，他们希望政府部
门能够尽快将这些废旧物品清
走，还村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看到，为了防止这些废
旧物品被盗，有人在旁边搭了棚
子进行看守。谭先生说，白天棚
子没有人，要到晚上才有人来看
管。

废旧物品已被清理干净

记者随后联系到这些废旧物
品的所有人陈先生。他表示，正
在找人对这些废旧物品的损失进
行评估，待评估清楚就清理走。

记者又找到柳江区拉堡镇党
政办公室。一名姓高的负责人表
示，相关人员外出了，让记者留
下电话和采访提纲，届时会给记
者答复。

4月27日下午，柳江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接到记
者反映后，柳江区拉堡镇政府及

时督促相关人员对这些废旧物品
进行了清理，已于4月26日清理
干净。

“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又
可以打球了！”4月 27 日下午，
谭先生打电话对记者说，“感谢

‘柳报维权哥’。”

○○全媒体记者 冯浩

“免费领鸡蛋”“免费按
摩 ”“ 服 用 后 身 体 会 立 即 好
转”……此类宣传话术时常出现
在一些“养生”小店，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殊不知，这可能是这
些店铺给消费者设下的陷阱。近
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一些
关于免费领礼品活动引发的消费
纠纷与投诉，主要是一些不法商
家或个人以开展“健康讲座”

“养生课堂”等方式为由，以免
费赠送礼品为诱饵，向消费者宣
传售卖保健品、食品或生活用品
等，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那么，套路有哪些？又该
如何防范？

套路：免费背后的高价陷阱

近年来，“柳报维权哥”已
报道了近 10起类似纠纷，比较
典型的有：

2024年 11月起，市民肖女

士被柳石路一家养生会所提供
的免费泡脚按摩和养生课堂吸
引，店员以“吃了对身体好、
具有保健效果”为噱头，引诱
肖女士购买了无“蓝帽”保健
食品标志的产品，总消费近 10
万元。

同年12月，一名73岁的市
民在北雀路一家康复体验服务中
心，被免费的“吸氧、贴敷”等
理疗服务吸引，后在店员“可以
治疗老毛病”的宣传下，花6980
元购买了一个激光治疗仪，使用
后却发现并无太大用处。店内还
有不少老年市民在体验。

2023年 10月，市民何先生
的母亲花费 1980元购买了某机
构提供的“养生直播课”，课程
老师宣称听课能改变体质、效
果特别好，还提供 168 元免费
体验福利，导致群里不少老人
支付了培训费。何先生质疑直
播课的科学性后，竟被踢出聊
天群。

揭秘：免费面纱下的常
见四大风险

如何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避免市民财产损失及个人信
息泄露呢？

记者近日从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获悉，此类消费纠纷常见风险
包括——

直接或间接的信息泄露：不
法商家以“登记个人信息抽奖或
发放礼品”等方式获取消费者手
机号、身份证号等信息，对消费
者来说，这会埋下安全隐患；

强制消费陷阱：商家借“签
到免费送礼品”为幌子，聚集人
群后，通过虚假宣传、夸大保健
品或食品的功效、虚构病情等手
段，诱使消费者高价购买商品、
充值会员卡或接受高价服务；

劣质商品风险：不少商家所
赠礼品多为“三无”或劣质产
品，价格低廉，如小作坊生产的

临期粮油、小家电等，存在安全
隐患且难以追溯；

花言巧语诱骗消费：商家以
“限额领取”“高额返现”等噱头
吸引消费者，实则设置苛刻条件
或拒不兑现，严重侵害消费者知
情权与公平交易权。

支招：警惕“免费午餐”

消费陷阱多，如何守好“钱
袋子”？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
者，需增强自我防范意识，筑牢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思想防
线，认清“馅饼”背后是“陷
阱”的道理，对一些不法商家或
街头陌生人提供的“免费赠送礼
品”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轻易扫
码、登记个人信息或添加微信、
QQ，也不要听从他人指挥点击
不明链接，更不要将手机交由他
人或不法分子操作。

参加活动前，应主动查验商
家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或经营许可

证，判断其经营行为是否合法，
尽可能不购买无证经营、流动摊
贩的商品，从源头防范风险。若
遭遇商家或街头商贩以“免费赠
送礼品”为由捆绑销售、强制消
费等不法行为，不要主动或被动
参与领礼品活动，也不要为蝇头
小利心动，要果断拒绝，立即离
开。若无法拒绝，就尽可能保存
交易记录、宣传资料、现场录音
等证据，确保人身安全，为后续
维权做足准备。

另外，一旦发现权益受损或
掌握不法商家的相关线索，应及
时拨打12315或12345进行投诉
举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将
持续强化执法力度，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侵
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免费福利”暗藏消费风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

警惕消费陷阱 增强防骗意识

废旧物品堆满灯光球场迟迟不处理？
经记者反映，第二天就清理干净了

←灯光球场上堆放了大量废旧塑料制品和
电子产品，一名小孩趁大人不注意跑进去玩。

↑灯光球场已被清理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