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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经常手脚冰凉， 怕冷的人不
妨喝碗桂圆红枣汤。 桂圆能够养
心安神， 缓解健忘、 失眠， 并且
有一定的暖身效果， 特别适合体
质偏寒、 容易手脚冰冷、 晚上难
入眠的人。 红枣能够补气血， 和
桂圆搭配在一起煮汤， 暖身效果
更好。

豆腐干蛋白质含量达15%~
20%， 与肉类相当， 同时含有丰
富的钙质。 腐乳的制作过程中经
过了霉菌的发酵， 使蛋白质的消
化吸收率更高， 维生素含量更丰
富。 同时， 由于微生物合成了一
般植物性食品所没有的维生素
B12， 素食的人经常吃些腐乳 ，
可以预防恶性贫血。

美国纽约市脊椎外科和康复
医学中心脊椎外科部主任肯尼思
罕斯拉杰博士称， 经常驼背、 低
头玩手机会容易造成脊椎损伤。
研究发现 ， 因为地球引力的缘
故， 当头部弯曲60度时， 颈椎承
受的压力会达约45斤重， 这可相
当于一个7岁儿童的体重！

吃腐乳可预防恶性贫血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睡眠专家警告， 闹钟在响后
再睡几分钟 ， 直到闹铃再次响
起， 令心脏在10分钟内多次暴露
于这种额外压力之下， 将对心血
管造成巨大的损伤。 每天贪睡赖
床的人， 中风危险比早睡早起的
人高70%。

低头玩手机颈椎压力重

价格潜规则、
质质量量纠纠纷纷和和霸霸王王合合同同占占前前三三

学生马上要放寒假了， 又即
将迎来春节， 有消费者会选择旅
游度过节日，工商部门提醒广大
消费者， 在选择旅行社出行时一
定要谨慎小心，避开消费陷阱：

选择有资质旅行社。 消费者
报 名 时 要 注 意 查 看 旅 行 社 的
“证” 和 “照”， 即工商部门颁发
的营业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颁发
的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
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旅行社
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许可证
及登记证明上载明许可证号码、
旅行社名称、营业场所、 许可经
营业务和许可证及登记证明的有
效期等内容。 要是参加境外游的
消费者， 要事先了解旅行社是否
有办理出境旅游的资质。

签订规范旅游合同。 签订旅
游合同前 ， 要仔细阅读条款内
容， 发现显失公平、 公正， 对消
费者不利的条款和意思表达模糊
的语句要及时询问并提出意见。
要在合同中对游程安排、 主要景
点内容、 住宿标准、 用餐标准、
自费项目、 交通工具、 双方的权
益义务等方面做出明确约定。 在
选择旅游产品时， 一定要注意产
品品质 ， 不要选择不合理低价
游、 应合理估算产品成本， 权衡
旅游产品的标价是否合理。

理性消费谨防陷阱。 购买贵
重物品时一定要慎重， 不要轻信

商家诱导， 在不会判断真假， 不
懂行情的情况下， 要慎重购买宝
石玉器、 工艺品等比较贵重的物
品。 如果需要购买应该到正规、
专业的商店购买， 要仔细查验商
品的合格证和质量鉴定书等。 注
意辨别商家采取 “先升后降 ”
促销活动， 消费者应注意不要盲
目跟从， 要警惕折扣陷阱。 在就
餐时消费者需注意饮食卫生等问
题， 选择卫生条件好、 有合法经
营资格的饭店消费， 查看好所选
菜品的详细价格， 结账前注意查
看消费详单。

文明旅游尊重风俗。 游客在

旅游时， 要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德， 尊重当地的风俗
习惯、 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爱
护旅游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言
行得体， 杜绝不文明行为， 理性
消费， 避免盲目冲动， 把美德留
在旅途， 把美景留在心间。

保留凭证依法维权 。 旅 游
过 程 中 ， 发 票 或 收 据 都 是 重
要维权证据， 消费者一定要索要
和妥善保存发票、 合同、 旅游行
程单。 旅游中若发生消费纠纷，
要冷静对待， 可先与经营者依法
和解处理， 协商不成， 可在投诉
的时效期内向当地旅游部门或消
协组织投诉，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延庆工商分局

延庆工商专栏

声

明

北 京 十 里 河 天 娇 民 俗
文 化 城 有 限 公 司 工 会 委 员
会 ，不慎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
证 书 （ 京 工 法 证 字 第
11140581 号 ） 。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赵桂芝 11010819710****613 您
以连续旷工超过 5天， 且严重违反企业
规章制度，依据《劳动合同法》及本公司
相关制度，企业与您 2018年 1月 10日
解除劳动合同，请您自见报后 10日内到
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
未办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客运分公司

公告 刘新(身份证号码：11010211974xxxx
0034),你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 起未

正常出勤， 请于登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视为旷工， 后果自
负。 联系电话:010-65970260-610.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新城国际公寓分公司

选择旅行社要谨防消费陷阱

价格潜规则引诱消费者
应具体规范

汽车销售市场报价内容与方式

舆情数据显示， 消费者对汽
车价格方面的投诉， 主要集中在
明码标价不规范、 标价之外加价
收费 、 强制收取服务费用等问
题。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不明码标
价，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定价不明
确或不规范，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
交付车辆时间不具体， 还有的汽
车销售企业不按购车款数额开具
发票。 甚至有个别销售企业在卖
车过程中强制消费行为， 如强制
搭售保险、 挂牌、 装修等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法
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孙颖认为： 随着汽车销
售竞争越来越激烈， 销售商表现
出来的不诚信行为也越来越明
显。 说是免息、 零利率， 实际上
额外还会收取一笔手续费， 最后
总支出比一次性付款还多。 究其
原因， 部分汽车销售企业为了能
多卖车 ， 不惜对消费者虚假承
诺， 引诱消费者上当。 有的销售
商采用擅自改动和变更要求标示
的内容或方式， 用 “某款车型直
降××万元 ” 来吸引消费者 ， 对
紧俏车型采取 “加急费”、 “价
外加价” “强制装潢”、 “保险
一口价” 等方式加价销售。 有的
销售商甚至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
价格， 损害其它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销售商网上报价的
最大目的不是让消费者了解真实

的价格， 而是诱使消费者前去咨
询、 试驾， 让消费者在购车过程
中更加关注汽车性能和自己的用
车需求， 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纠结
在价格上。 因此应当具体规范汽
车销售市场报价内容与方式， 保
护消费者免于上当受骗。

质量纠纷频发高发难解决
企业打牢质量基础

才能利人利己

舆情数据显示， 汽车质量一
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问题， 并
且呈现出频发高发、 复杂多样、
解决困难等特点。 从消费者反映
的情况看， 汽车质量问题主要集
中在发动机、 变速器、 车身系统
三个 “重灾区”， 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 一是发动机 、 变速
箱 、 仪表板等主要部件出现故
障； 二是异响、 异味、 异常抖动
等争议较大的问题； 三是汽车轮
胎早期磨损、 爆裂等现象。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阳光
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首席分析师陈
音江认为： 汽车质量是消费者人
身财产安全的生命线， 必须高度
重视。 过去汽车市场快速增长，
不管好车赖车， 都能卖出去。 随
着汽车市场逐渐饱和， 汽车品质
必然会成为消费者选购车辆的首
要因素。 如果汽车企业仍然不重
视质量问题， 一方面势必影响汽
车品牌形象， 降低市场认可度，
从而直接影响汽车销量； 另一方
面由于车辆屡屡出现质量问题，
需要不断返回维修， 势必增加售
后成本， 加重企业负担。 因此，
汽车企业唯有真心重视质量， 真
正打牢质量基础 ， 才能利人利
己， 最终赢得市场。

霸王合同加重消费者负担
提防“最终解释权”

舆情数据显示， 目前汽车销

售合同中普遍存在免除自身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负担、 排除消费
者 主 要 权 利 等 内 容 的 霸 王 条
款 。 消费者投诉的汽车合同纠
纷问题主要有： 一是购车不签订
书面 合 同或提车后购车合同收
回； 二是合同不规范， 对车辆交
付时间、 配置标准等售后服务条
款轻描淡写， 混用定金和订金造
成双方权利不对等； 三是签订合
同不履约； 四是部分汽车销售人
员为了业绩和提成， 口头承诺购
车优惠或补贴， 车辆售出后， 不
兑现承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
授、 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
苏号朋分析认为： 购车合同文本
都是由汽车销售企业提供， 并且
合同在订立时未与消费者协商，
因此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 。 目
前， 购车合同在内容上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 条款较为简单、 约定
不够明确、 未就一些重要事项作
出约定、 多存在免除经营者责任
或排除消费者权利的条款。 一旦
出现纠纷， 消费者很难依据合同
保护自身权益。 在购车时， 销售
人员往往违反商业诚信， 采取口
头承诺的方式诱使消费者签约，
但却不将其口头承诺的内容写入
合同， 以欺诈的手段损害消费者
权益。 另外要提醒的是， 很多汽
车销售合同的尾部规定， “销售
方对合同的具体内容有最终解释
权”。 汽车销售企业试图运用最
终解释权增加消费者维权的难
度， 为其推卸责任 “闪转腾挪”
提供借口。

手脚冰凉喝桂圆红枣汤

贪睡对心血管有大损伤

2017年十大汽车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公布

买辆新车开了几公里就出现质量问题， 4S店却违反承诺坚持只修理不退换； 消费者到4S店提车时， 突
然被告知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 否则不能提且定金也不退……汽车作为家庭大件消费， 一直备受消费
者关注。 新年伊始， 消费者网联合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 采用大数据技术对2017年汽车消费维权舆
情信息进行汇总， 梳理出 “2017年十大汽车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其中， 舆情热度排在前三名的汽车消费
维权舆情热点， 分别为价格潜规则、 质量纠纷和霸王合同坑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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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排除消费者权利的条款。 一旦
出现纠纷， 消费者很难依据合同
保护自身权益。 在购车时， 销售
人员往往违反商业诚信， 采取口
头承诺的方式诱使消费者签约，
但却不将其口头承诺的内容写入
合同， 以欺诈的手段损害消费者
权益。 另外要提醒的是， 很多汽
车销售合同的尾部规定， “销售
方对合同的具体内容有最终解释
权”。 汽车销售企业试图运用最
终解释权增加消费者维权的难
度， 为其推卸责任 “闪转腾挪”
提供借口。

价格潜规则引诱消费者
应具体规范

汽车销售市场报价内容与方式

舆情数据显示， 消费者对汽
车价格方面的投诉， 主要集中在
明码标价不规范、 标价之外加价
收费 、 强制收取服务费用等问
题。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不明码标
价，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定价不明
确或不规范， 有的汽车销售企业
交付车辆时间不具体， 还有的汽
车销售企业不按购车款数额开具
发票。 甚至有个别销售企业在卖
车过程中强制消费行为， 如强制
搭售保险、 挂牌、 装修等服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法
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
副秘书长孙颖认为： 随着汽车销
售竞争越来越激烈， 销售商表现
出来的不诚信行为也越来越明
显。 说是免息、 零利率， 实际上
额外还会收取一笔手续费， 最后
总支出比一次性付款还多。 究其
原因， 部分汽车销售企业为了能
多卖车 ， 不惜对消费者虚假承
诺， 引诱消费者上当。 有的销售
商采用擅自改动和变更要求标示
的内容或方式， 用 “某款车型直
降××万元 ” 来吸引消费者 ， 对
紧俏车型采取 “加急费”、 “价
外加价” “强制装潢”、 “保险
一口价” 等方式加价销售。 有的
销售商甚至相互串通、 操纵市场
价格， 损害其它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销售商网上报价的
最大目的不是让消费者了解真实

的价格， 而是诱使消费者前去咨
询、 试驾， 让消费者在购车过程
中更加关注汽车性能和自己的用
车需求， 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纠结
在价格上。 因此应当具体规范汽
车销售市场报价内容与方式， 保
护消费者免于上当受骗。

质量纠纷频发高发难解决
企业打牢质量基础

才能利人利己

舆情数据显示， 汽车质量一
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问题， 并
且呈现出频发高发、 复杂多样、
解决困难等特点。 从消费者反映
的情况看， 汽车质量问题主要集
中在发动机、 变速器、 车身系统
三个 “重灾区”， 具体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 一是发动机 、 变速
箱 、 仪表板等主要部件出现故
障； 二是异响、 异味、 异常抖动
等争议较大的问题； 三是汽车轮
胎早期磨损、 爆裂等现象。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北京阳光
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首席分析师陈
音江认为： 汽车质量是消费者人
身财产安全的生命线， 必须高度
重视。 过去汽车市场快速增长，
不管好车赖车， 都能卖出去。 随
着汽车市场逐渐饱和， 汽车品质
必然会成为消费者选购车辆的首
要因素。 如果汽车企业仍然不重
视质量问题， 一方面势必影响汽
车品牌形象， 降低市场认可度，
从而直接影响汽车销量； 另一方
面由于车辆屡屡出现质量问题，
需要不断返回维修， 势必增加售
后成本， 加重企业负担。 因此，
汽车企业唯有真心重视质量， 真
正打牢质量基础 ， 才能利人利
己， 最终赢得市场。

霸王合同加重消费者负担
提防“最终解释权”

舆情数据显示， 目前汽车销

售合同中普遍存在免除自身责
任、 加重消费者负担、 排除消费
者 主 要 权 利 等 内 容 的 霸 王 条
款 。 消费者投诉的汽车合同纠
纷问题主要有： 一是购车不签订
书面 合 同或提车后购车合同收
回； 二是合同不规范， 对车辆交
付时间、 配置标准等售后服务条
款轻描淡写， 混用定金和订金造
成双方权利不对等； 三是签订合
同不履约； 四是部分汽车销售人
员为了业绩和提成， 口头承诺购
车优惠或补贴， 车辆售出后， 不
兑现承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
授、 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
苏号朋分析认为： 购车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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