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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过年了， 亲友团聚少不了吃喝玩乐， 但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喜庆，

“年夜饭、 商家促销、 网上购物、 外出旅游……” 也将我们带入了一年中
的消费高峰时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 用这句话形容节后消费投诉情况很贴切。” 中
国消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介绍说，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小事， 却总是
每年春节后的投诉热点。 所以， 为了大家都能过个开心的春节， 在进行
消费时， 千万别忽视了质量、 安全和售后服务等关键性问题， 做到 “消
费不任性， 舒心过大年”。

采访中， 陈音江结合往年春节期间受理的消费投诉情况， 盘点了几
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

□本报记者 博雅

消费不任性 舒心过大年

春节来临， 各大医院的门
诊时间安排备受市民关注， 记
者从市医管局了解， 所有大医
院急诊均24小时开放。 而这些
医院的门诊开放时间如何安
排、 与平时有什么不同呢？

北京协和医院

东院区：
1月27日至1月30日停诊；
1月31日至2月2日上午半

天门诊。
西院区：

1月27日至1月31日停诊；
2月1日至2月2日上午半天

门诊；
1月22日（周日）正常上班，

按周三的门诊各科挂号；
2月4日（周六）正常上班，

按周四的门诊各科挂号。
注：
半天门诊时间：
上午8:00至12:00

北京医院

1月27日至1月29日门诊全
天停诊；

1月30日至2月2日上午安
排半日门诊；

1月22日 （周日）、2月4日
（周六） 全天正常门诊 ， 分别
按周三 、周四门诊进行挂号、
就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月29日至2月2日（初二至
初六）上午半日门诊（按节日值
班安排）；

1月31日、2月2日上午半日
门诊；

放射治疗科1月31日、2月1
日至2日上午半日门诊；

麻醉科疼痛门诊2月2日上
午半日门诊；

核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口
腔科、麻醉术前评估门诊、心理
门诊1月27日至2月2日停诊；

儿科、急诊24小时开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月29日至2月2日（农历大
年初二至初六） 上午各安排半
日门诊。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1月30日 （初三）、2月1日
（初五）上午半天门诊。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月27日 （除夕 ）至1月 29
日（初二）门诊停诊，急诊应诊；

1月30日（初三）至2月2日
（初六）半日门诊。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月27日至1月30日 （除夕
至初三）安排上午门诊；

1月31日至2月2日（初四至
初六）安排上、下午门诊；

节日期间暂停夜间门诊。

阜外医院

1月31日至2月2日上午半
天门诊；

放假期间急诊照常；
探视时间：普通病房15:00

至17:00；
监护病房15:00至16:00；
小儿病房谢绝探视。

本报记者 黄葵 整理

吃年夜饭
提防“糊涂”菜单

年夜饭， 是中国人传统的团
圆喜聚饭。 为了吃好这顿饭， 消
费者往往不计较价钱， 却常常因
为忽视消费细节， 让一些不良商
家趁机推出最低消费 、 虚假打
折、 推荐猫腻等。 比如， 为迎合
消费者图吉利的心理， 一些店家
在菜名上玩花样 ， 将菜名改为
“金鸡报晓 ” “花开富贵 ” 等 ；
还有一些餐馆在菜单上不标注价
格或只标注部分价格， 有的只标
注桌菜的价格， 而没有标注每个
菜价格， 在结账时胡乱加价， 这
种现象时有发生； 还有店家在客
人点菜时， 推荐另外类似的菜，
但到结账时顾客才发现， 推荐菜
的价格要比原先点的菜价格高了
不少……

“糊涂菜单的产生，多是商家
的故意欺诈。 产生的原因是一些
消费者不太注意核对账单， 有的
餐馆便借此故意多收、多算，也有
的餐馆宣传菜肴打折， 但结账时
真正能打折的部分却很少， 一旦

被发现就以算错为由推卸责任。”
对此，陈音江介绍说，年夜饭质量
不能只要靠饭店自律， 消费者也
应提高自我维权意识。如，消费者
在要求饭店出具菜单时， 要问清
楚每道菜的实际内容， 不要被菜
名所误导，对每道菜的材料、规格
（或质量）和价格要问清楚，在吃
年夜饭时， 要就菜肴的实际情况
与事先约定进行比较， 尤其要防
范个别商家用库存积压甚至变质
的原材料制作。

“不光是年夜饭， 春节里还
有各种亲朋之间的聚餐或是喝茶
休闲。” 陈音江提醒， 外出就餐
时， 应选择公示有 《餐饮服务许
可证》、 卫生设施好、 干净整洁
的餐饮场所就餐， 消费时要确定
好服务内容。

参团旅游
勿被“低价”迷惑

想起去年春节出游的事儿 ，
赵小姐至今还有些郁闷。 去年春
节她报团准备去香港玩。 但没想
到， 登机时才发现， 因为自己和
旅行社的疏忽， 竟然没有发现签
注页过期。 因为当时是听信朋友
介绍的低价团， 也没签合同， 所
以这个损失只有自己承担了。

“出游过程中遇到类似纠纷，
进而投诉到旅游局的现象并不
少。 然而让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颇
为无奈的是， 有不少游客既无发
票亦无合同， 在遇到问题或产生
纠纷时， 没有证据， 基本没法调
解。” 记者了解到， 近年来随着
春节家庭出游越来越热， 旅行社
也推出不少相应套餐 ， 并常以
“保证成团” “低价纯玩” 等名
头进行宣传， 其中有的缺人或团
体根本无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
以低价团诱惑消费者， 出团只给
电子通知书，没有合同发票等等，
一旦发生消费纠纷， 损失自然都
是消费者自行买单。

那么， 如何确定自己选择的
旅行社是否合法？ 如何防范旅游
风险？ 陈音江提醒， 合法旅行社
必须具备 《工商营业执照》 以及
《旅行社经营许可证》， 查询旅行
社是否合法及其相应资质 。 同
时， 参团外出旅游时， 一定要与
旅行社签订 《旅游合同》， 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旅游具
体事项。 “一般而言服务价格与
质量是成正比的。” 陈音江建议，
消费者选择旅行社， 一是不要盲
目相信 “超低价”， 二是善用合
同保障旅游权益 ， 在 《旅游合
同》 中明确约定是否拼团、 出门
时间、 行程安排、 交通工具、 游
览景点、 住宿的标准、 双方违约
责任等内容。

买进口食品
不图“洋文”身份

在满身 “洋文” 的进口食品
外包装上， 如果找不到相应中文
标识， 则很有可能是问题食品 。
据了解， 随着网购的迅速发展，
各种洋咖啡、 洋酒、 洋奶粉等进
口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尤其
是春节期间， 许多人喜欢买来当
做赠送亲朋的礼品， 但鱼龙混杂
确实让人难辨真伪， 给购买和食
用都带来困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 第六十六条， 进口的
预包装食品应当有中文标签、 中
文说明书。 标签、 说明书应当符
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要求， 载明食品的原产
地以及境内代理商的名称、 地
址、 联系方式。 预包装食品没有
中文标签 、 中文说明书或者标
签、 说明书不符合本条规定的，
不得进口。”

采访中， 陈音江表示， 目前
大量的进口食品涌入国内市场，

消费者如何选择这些食品， 只有
通过食品包装上所标注的内容来
辨识， 因此， 标签的内容非常重
要， 在购买进口商品时要查看中
文标识， 对来历不明的进口食品
要慎重购买 ， 切不要盲目迷信
“洋文” 身份。

比如， 就春节期间购买比较
多的进口红酒来说， 原装进口红
酒必须有正标和背标， 背标有中
文标志。 欧洲红酒正标要体现酒
庄名、 产区、 级别、 酒精度、 容
积、 年份这6个基本要素。 进口
红酒酒瓶底部有印花纹和压花
纹， 酒瓶底部还会印有凸码， 用
于酒瓶质量安全体系追溯。 原装
进口红酒封口标是可以转动的，
因为对酒起密封作用的是橡木
塞， 而不是封口标。

谨慎扫码
小心“背后”风险

每逢过春节， 人们都会收到
各种各样的祝福短信， 不少人看
到有趣的短信后， 也会通过短信
或微信转发给其他微信朋友。 其
中也有一些内容是需要扫二维码
获得的，比如游戏、猜谜、参与抽
奖等。

然而， 殊不知二维码背后也
暗藏安全风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随着智
能手机的快速普及， 二维码已经
走进越来越多大众的生活 。 目
前 ， 它不只应用在查询促销信
息、 团购消费、 在线视频等传
统领域中 ， 电视媒体也开始利
用二维码提升与用户的交互程
度， 甚至街头小广告也用上了二
维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借助
二维码传播恶意网址、 发布手机
病毒等不法活动也开始逐渐增
多。 一些不法分子会将有毒或带
插件的网址生成一个二维码， 对
外宣称为优惠券 、 软件或视频

等， 以诱导用户进行扫描， 达到
获 取 推 广 费 用 或 恶 意 扣 费 的
目 的 。 比如说 ， 有人在扫描二
维码参加团购， 由于二维码中含
有手机病毒， 导致被莫名扣除了
话费。”

对此， 陈音江提醒， 在春节
期间， 尤其要做到不扫用途不明
的 “二维码”、 不抢来源不清的
“红包”、 不点有风险的网站链接
和弹窗。

另外，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春节期间用手机二维码在线购
物时更要提高警惕， 要看清网站
域名， 保护好自己的个人身份信
息。 如果手机已和银行卡绑定，
不要在银行卡内储存过大数额的
资金。

小小贴贴士士

春春节节期期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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