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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婧婧

为进一步凝聚维权合力 ，
提升消费维权水平， 营造辖区
和谐稳定的消费环境， 丰台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五项举措
深化放心消费环境创建。

一、 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
公里 “微循环”。 在10个社区、
5个老年服务驿站、 5所中小学
建立完善消费维权共治平台 ，
畅通平台与基层所的维权通
道， 形成平台受理咨询、 基层
所调解解决的消费维权共治微
循环。

二 、 让消费投诉不出商
超， 即时解决。 开展大中型商
超市场调解员培训工作， 提升
商超内部消费纠纷处理能力 ；

建立重点投诉集中企业 “一对
一” 实地指导机制， 有效把控
消费纠纷投诉量大、 增长幅度
快的经营主体， 降低行政投诉
数量。

三、 打造跨领域专业化的
消费权益调解队伍。 建立内部
经验交流常态化机制； 设立消
费维权疑难投诉微信工作交流
群； 定期组织消费调解经验交
流会； 业务科室定期制作 《消
费维权工作指导》 专刊。

四、 打造 “丰台彩虹315”
消费维权服务特色品牌活动 。
借助消费维权宣传 “三深入 ”
（深入商业聚集区 、 社区 、 商
超） 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系列活

动， 深化彩虹维权志愿服务。
五、 推进消费维权社会多

元共治。 发挥丰台区市场消费
环境建设联席会作用， 以联席
会议为平台， 进一步发挥各职
能部门的联动优势； 推进建立
与区司法局、 区法院、 区社工
委、 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多层次
的 “维权衔接 ”， 建立部门间
沟通协作机制， 实现对区域消
费风险的共同管控； 完善与消
费者协会的沟通机制， 助力消
费者协会发挥社会调解作用 ，
扶持具有丰台特色的行业协会
做大做强。

（毛军军）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夏季喝汤补水 ， 传统观念
认为 ， 汤比料更好 ， 有些人还
会把材料滤掉 ， 只喝汤来补身
体。 那到底是汤好还是肉的营养
更好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炖煮的
汤和炖煮后肉中营养素的含量就
清楚了。

煲汤因为长时间的炖煮， 肉
中的脂肪可溶入汤里 （炖煮后鸡
肉脂肪9.5%， 鸡汤2.4%）， 为了
鲜味足， 还会加入足量的盐。

汤味道很鲜美， 主要是肉中
一些可溶性的物质， 比如呈味的

核苷酸溶入到汤中， 而主要的营
养物质蛋白质很难进入汤里。 因
此， 无论鸡汤、 肉汤还是鱼汤，
汤的蛋白质含量远不及肉块本
身。 肉汤、 鸡汤中的蛋白质含量
仅有1%—2%， 而肉里的蛋白质
高达15%—20%， 显然比汤里多
得多。

至于矿物质， 汤中钙含量很
少， 而铁、 锌等元素， 煲的汤里
几乎没有。

所以就是说无论怎么煲汤，
“精华” 还在肉里， 而不是汤里。

夏夏季季喝喝汤汤
营营养养在在汤汤里里还还是是在在肉肉里里？？

五项举措深化放心消费环境创建
丰台市场监管局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网上购物， 最近，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数据显示， 自
2018年9月互联网法院成立至今， 共受理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案件104件， 网络购物合
同纠纷案3032件， 这两类案件中涉网售食品类案件占七成以上。 凸显的问题涵盖食品标签
不合格、 滥用食品添加剂、 违反食品进口禁令、 商家不具备生产资质等等。

法法官官支支招招来来破破局局

2018年9月， 屈某在刘某开
设的网店购买了法国鹅肝酱15
罐。 店铺称鹅肝酱是从香港所购
的法国出口产品。 然而屈某和家
人食用后身体不适。 他发现鹅肝
酱的外包装上注明国内经销商名
称为深圳某洋货柜食品公司。 屈
某却无法查询到这家经销商的任
何情况 。 而且 ， 产品也违反了
《质检总局农业部关于防止法国
高致病性禽流感传入我国的公
告》 （2015年第150号） 的禁令。
屈某起诉要求赔偿。

店铺经营者刘某没有获得食
品经营许可， 也无法提供涉案产
品许可进口的证明文件以及检验
检疫证明。 刘某称商品是朋友从
香港代购过来的， 无法对香港代
购产品为何会标注内地经销商，

以及经销商信息为虚假内容等问
题作出合理解释。 法院最终判决
刘某退还货款并赔偿。

法官提示：
在司法实践中发现， 这种所

谓 “代购” 的经营模式往往存在
大量的违法经营行为。 消费者在
购物中 ， 一定要查询经营者资
质， 包括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
可证， 还要了解商品详情， 了解
食品名称、 成分或配料、 产地等
信息。 同时， 消费者要提高证据
留存意识， 一旦发现所购买食品
属于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
产品， 要第一时间收集和保存相
关证据材料， 例如产品照片、 交
易快照、 网店产品宣传截图、 商
品详情介绍及订单详情截图、 食
品经营者身份信息等。

案案例例

香港代购法国鹅肝酱
标识含内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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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例例

买绿色食品不见“绿标”
商家怼“没说有标志”

22

今年年初， 吴某从某公司经
营的网店购买了3箱亚麻籽油 ，
共花了3000余元。 商品页面宣传
为绿色食品， 收货后， 吴某发现
涉案产品并没有绿色食品标志。

吴某认为， 这不是绿色食品， 商
家的行为构成欺诈。

商家答辩称， 页面上只有一
处宣传是 “绿色食品”， 商品详
情页和外包装均没有说 “绿色食

品标志”， 绿色食品和绿色食品
标志不一样。

法院认为， 涉案产品未获得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 该公司也
未举证证明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
生产标准， 其宣称涉案产品为绿
色食品明显不实。

该不实信息足以使人误解并
导致消费者基于此信息作出购买

选择， 该行为构成欺诈。
法官提示：
食品生产经营者往往在未经

认证的情况下宣传所售产品为
“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 或者
没有根据地宣称 “无糖食品 ”，
还有夸大宣传普通食品的保健、
治疗功效等问题。

不实宣传首先可能构成对消

费者的欺诈， 在其宣传足以影响
食品安全的情况下， 还应承担食
品安全法上规定的责任。

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 一般
不要只通过网页宣传决定是否购
买产品， 应当多与店铺的客服人
员沟通， 多方面了解产品情况、
物 流 情况以及纠纷争议处理相
关情况。

去年7月， 26岁的张女士在
陈某经营的网店下单购买了两盒
“好瘦”减肥胶囊。收货后，张女士
经朋友提醒， 在监管部门网站对
产品信息进行了查询， 结果显示
该产品无备案信息、无批准文号，
标示的生产厂商也未经注册。

案件审理中， 陈某说， 经其
试吃没有发现产品存在问题， 且

对身体有很大帮助， 但也认可涉
案产品的生产公司确实没有工商
登记信息。 法院判决， 陈某销售
“三无” 产品， 应承担 “退一赔
十” 的责任。

法官提示：
我国法律规定， 食品经营者

对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的合格
证明负有查验义务。 在网售食品

中， 众多以 “自制” 为卖点的食
品虽然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 但此类 “自制食品” 缺乏必
要的生产准入许可， 食品安全、
质量无法保证， 消费者应当格外
注意。 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 要
货比三家， 选择到信誉好、 规模
大、 售后服务保障完善的商家购
买产品。

案案例例

减肥药是“三无产品” 卖家：我吃过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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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例例

高价蜂蜜冒用生产许可证 商家自称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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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 梁某从某零食店
经营的网店购买马来西亚进口的
蜂蜜2盒 ， 每盒售价1000余元 。
他发现涉案产品的生产商信息、
生产许可证号是冒用的。 行政管
理部门经调查核实发现， 该产品
是冒用生产厂家名称、 生产许可
证号， 并提交了被冒用厂家发布
的公开声明函。

某零食店称其为转单销售，
在接受订单后， 再转单到另一个
购物平台的网店。 该零食店是转
单的中介， 不了解产品情况， 没
有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
格证明。 法院判决， 零食店对梁
某进行赔偿和退货。

法官提示：
在司法实践中， 也发现存在

假冒生产厂家名称、 生产许可证
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涉案食
品的安全问题无从谈起， 也损害
了被冒名厂家的商誉和市场形
象 。 消费者应主动了解产品来
源， 通过询问食品进货渠道、 发
货商等情况， 了解销售者是否履
行其查验义务， 对于转单销售的
店铺尤其应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