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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天惠家庭农场
特惠健康 贺元宵节

特惠办金卡会员，充值有赠品活动
一、储健康，办理金卡会员。 储值购肉款1000元，办理金卡会员，享受5折购肉（会员日

再打8.8折的最惠待遇。每月的1日、15日为会员活动日）。
二、老会员储值有赠品：1、储值1000元，赠品：黑猪肉手工水饺1袋＋黑猪肉根香肠

2根＋山楂汁4瓶。2、储值2000元，赠品：健康黑猪一级猪油1瓶＋黑猪肉手工水饺2袋＋黑猪肉香肠4根＋酸楂汁4瓶。3、储值3000元，
赠品：精品惠土猪肉礼盒1个。4、储值5000元，赠品：精品惠土猪肉礼盒1个＋黑猪一级猪油1瓶＋水饺2袋＋山楂汁1提/12瓶。
三、活动时间：2023年2月1日至2月20日 四、活动地点：沧州市光荣路惠土猪肉门市 电话：0317-2068883、13603176553 客服：400-000-0831

“价格刺客”有违明码标价
诚信原则；预制菜产品品质及应
用场景存在侵权隐患；主播售假
问题暴露直播带货侵权乱象；电
商平台“保价”服务被指“套路”
消费者……中国消费者协会（以
下简称“中消协”）发布 2022年
消费维权舆情热点报告。该报告
显示，2022年，消费领域一些侵
权“新问题”与“老毛病”叠加，影
响消费者消费体验，给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带来挑战。

“价格刺客”
有违诚信原则

2022 年夏天，“雪糕刺客”
一词走热。消费者用其来形容一
些高价雪糕平时“藏”在冰柜里，
待结账时才发现其价格高得超
出预期，感觉被“宰了一刀”。此
后在社交平台，还出现了“水果
刺客”“文具刺客”等，这反映出
消费者对一些价格虚高的“普通
商品”的讽刺，也显示出消费者
对现实生活中存在未明码标价、

计量单位不统一、价签不规范等
问题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不满情
绪。

舆论认为，“价格刺客”就是
利用不规范标价等各种手段，将
一些高价商品伪装成普通商品，
从而“套路”消费者买单，实质上
是一种变相价格欺诈行为，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2022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
定》明确要求，经营者应当以显
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明确标示
价格所对应的商品或者服务。此
规定被誉为可有力回击“价格刺
客”的“价格卫士”。

预制菜
存在不少侵权隐患

2022 年 7 月，有媒体报道
称，一些消费者发现自己在餐厅
花大价钱消费的菜肴，换个环境
出现在超市的冷柜中可能只需
要三分之一的花费。还有一些消
费者在消费后发现餐厅菜品是

用预制菜制作的，感觉受到了欺
骗，认为自己奔着“现做餐品的
烟火气”而来的消费初衷落了
空。目前，对于使用预制菜，尚无
哪家餐厅主动在就餐前告知消
费者。

中消协指出，对于预制菜，
消费者的争议之声日益增多。这
一方面在于当前消费者在餐饮
选择上追求高效便捷的同时，愈
发重视安全和营养，而预制菜却
屡被曝出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口
味欠佳、标识信息标注不全等问
题；另一方面，由于一些餐饮商
家或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了餐品
由预制菜制作的情况，导致希望
品尝厨师现炒餐品的消费者感
觉“受到了欺骗”。

对此，舆论呼吁，有关部门、
行业协会要探索构建预制菜质
量安全监管机制，共同研究制定
预制菜相关标准，守牢食品安全
底线，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
全。使用预制菜的餐饮企业也要
做好告知工作，以保障消费者知
情权、选择权，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

主播售假
暴露直播带货乱象

直播带货是当下购物的热
门方式，但消费者心动于直播间
内物美价廉的商品时，也面临着
假货带来的权益受损的困扰。

中消协发布的《2022年“双
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
示，直播销售乱象成为消费者维
权焦点之一，假冒伪劣、货不对
版、优惠差异等是主要问题。从央
视“3·15”晚会曝光翡翠直播售假
骗局，到短视频平台头部主播接
连遭“打假”，诸多争议事件暴露
直播带货售假引发消费乱象。

舆论认为，规范直播电商行
为，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以提
高违法成本。有关部门应秉持对
假货“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
直播带货中的违法行为，对带货
主播、直播平台形成强有力的震
慑。此外，各类平台也需强化自
我管理、压实监管责任；商家和
主播要坚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

责任感。

平台“保价”服务
被指“套路”消费者

保价服务成为2022年各大电
商平台在“双11”促销活动中的宣
传重点，但其实施成效却引发舆
论质疑。不少商家的保价服务事
实上附加各种条件，有的将价格
先升后降，有的修改商品链接逃
避保价责任，有的随意设定满减
规则，不仅使得消费者“雾里看
花”，还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隐患。

中消协指出，保价服务的
初衷本是让消费者吃下价格“定
心丸”，但“双 11”期间多起事件
引发舆论热议，显现出公众的
担忧——保价服务成为电商平
台和商家的又一种营销手段，而
不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途
径。不仅没有提升消费体验，反而
多了一个“消费陷阱”。因此，平台
和商家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
权，明示保价除外情况，不断完善
保价制度。 据《工人日报》

“价格刺客”频现、餐馆用预制菜不告知、电商“保价”存套路……

消费领域的这些“坑”，你踩过吗？

利用寒假时间摆摊卖货，近
半个月赚了一万多元。近日，四
川自贡一名女孩的摆摊经历吸
引了众多网友关注。1月 31日，
女孩父亲李先生告诉记者，女儿
今年 11岁，1月 17日起在自贡
灯会附近摆摊，卖兔耳朵、灯笼
和花灯等，基本上每天要卖 10
个小时。女儿在摆摊过程中成长
了很多，让他很欣慰。

李先生说，从 1 月 17 日开
始，女儿就在自贡灯会附近摆
摊。而早在灯会开始前一个多
月，女儿就向他表达过摆摊的想
法，希望挣点零花钱。灯会开始
前几天，还催他帮忙进货。他最
开始买了一些兔耳朵和灯笼，还
帮女儿把推车推过去，摆好货架
和商品。绝大多数时候，李先生
女儿都是独自摆摊。李先生说，
他们家就住在附近，他和周围的
商家都比较熟，不太担心安全问
题，他有空的时候也会去看看，
但基本不会帮她卖货。

除了除夕当天，从1月17日
以来的近半个月时间，李先生女
儿每天都会出摊，一般会从中午
卖到晚上，接近10个小时。女儿

对摆摊的兴奋甚至超过了疲惫，
每天回家后才会说自己很累，腰
酸背痛。随着灯会人流量增大，
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有时候
一天能卖一两千元。年快过完
了，生意也开始下滑。不过除去
几次进货的钱，依然赚了一万多
元。

让李先生更加欣慰的，不是
女儿摆摊的收入，而是她在这个
过程中的成长。“女儿变化很大，
开始时站在摊位一动不动等客
人买，后来开始主动吆喝，介绍
商品，很多人同时买的时候，她
也能应付得过来，这让他刮目相
看”，李先生说，这次摆摊也很好
地锻炼了女儿的沟通交流能力，
更加知道挣钱不易。女儿可能会
摆摊到元宵节前后，之后会安心
上学。

李先生女儿也认为，自己
在摆摊卖货过程中收获很多，
提高了口才，锻炼了耐心。她告
诉记者，没想到自己摆摊会赚
这么多钱，会先拿钱给爸爸妈
妈和外婆买礼物，将剩下的钱
存起来。

据极目新闻

近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奶牛种业创新团队培育的克
隆奶牛顺利出生。这是国内首
次采用体细胞克隆技术对现存
群体中的百吨优良个体进行种
质复原保存，并用于良种奶牛
高效繁育，取得了体细胞克隆
技术在良种奶牛培育中担当核
心和关键角色的新突破。

初生的克隆奶牛重 56.7千

克，体高 76厘米，体斜长 113厘
米，出生后半小时开始进食初
乳，临床检查健康，体型花色与
体细胞供体奶牛完全一致。目
前，基地已经陆续出生了3头克
隆牛。

记者了解到，这批克隆奶牛
是依据生产性能记录和体型评
定，选择群体中高产长寿和抗逆
性能优异的明星奶牛，采集耳缘

组织，培养皮肤成纤维细胞，通
过核移植生产克隆胚胎，并进行
胚胎移植，使其成为百吨明星牛
群体的核心成员。首批移植的
120枚克隆胚初检妊娠率达到
42%，200 天以上在孕率达到
17.5%。标志着该技术在实际应
用中的进一步成熟，首次将克隆
技术成功用于奶牛良种培育的
关键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是继2022年10月奶牛活体采卵
—体外胚胎生产技术应用取得
成功之后，在奶牛良种繁育技术
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靳
亚平介绍，“体细胞克隆技术在
新领域的应用，避免了引进活
牛的生物安全风险，极大地挽
救了濒临淘汰的优质种质资
源，对于实现国内适应性和抗
逆性良好的超级奶牛重生和扩
群，形成超高产奶牛育种群体，
为选育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良种母牛和后备种公牛提供
了优质资源。” 据央视

国内首次三头克隆奶牛陆续出生
采集耳缘组织，培养皮肤成纤维细胞，通过核移植生产克隆胚胎

有人说：“梦想总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不过有些
梦想要不得。近日，一男子为圆

“发财梦”做起了违法的事情。
在杭州钱塘区某商场开彩

票店的高师傅，报警称自己的
彩票店进贼了。接警后，钱塘区
公安分局白杨派出所民警王知
秋立即赶往现场。

“我当时给机器补货，发现
机器上的锁被人撬了，余量和
库存对不上，这肯定是被人偷
了呀！我大致盘了盘，少了的刮
刮乐面值有 2万多。”高师傅实
在有些生气。

为尽快破案挽回群众损

失，王知秋加班加点对案发地
周边进行走访、排查。

经调查，王知秋成功锁定
了嫌疑人王某，并将其抓获。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他平
时花钱大手大脚，加之最近没
有工作，经济很拮据，便幻想着
能一夜暴富。

一天路过彩票店时，他突
发奇想，想要通过偷彩票并中
大奖的方式来实现一夜暴富的

“梦想”。
于是凌晨他来到彩票店，撬

开柜门偷走了一小部分刮刮乐，
将柜门恢复原状后扬长而去。

“我第一次偷到刮刮乐后，

连夜去了网吧开奖，把中奖的
刮刮乐拿去彩票店兑奖，没中
奖的就直接扔掉了。”王某说。

因第一次行窃没被发现，
心存侥幸的王某，便又用老方
法再次“光顾”彩票店，前后盗
窃次数共计十余次。

盗窃彩票总面值2万余元，
兑换刮刮乐奖金9000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
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没想到仅仅 5个小时，就
跟我说贼抓到了，太感谢你们
了！”报案人高师傅为民警的办
案效率点赞。 据《钱江晚报》

一男子妄想一夜暴富

偷两万多元“刮刮乐”刮出9000元

11岁女孩寒假摆摊
半月赚万元
父亲：每天10个小时，女儿成长令人欣慰

克隆奶牛克隆奶牛

摆摊女孩摆摊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