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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运河区的“90”后
女士小李，在微信小程序下单了
一款知名品牌的粉底液小样。谁
知，小李用过这款粉底液后脸上
起了痘痘。

用了“小样”
脸上起了痘痘

“某某香水小样9.9元、神仙
水套装小样 8元、某某散粉小样
12元，还有更多小样，在群里都
能薅到……”前不久，小李打开
某短视频平台时，屏幕弹出这
样一条广告，号称加入美妆小
样微信群，就能帮你省不少钱。

看到如此实惠的化妆品价
格，小李动了心。她按照视频中
的添加方式，进入了这个美妆小
样微信群。不一会儿，群主在群
里发了不少美妆小样的购买链
接以及购买方式。

小李发现，群主发布的“小
样”价格都比正装便宜很多。一开
始小李对这些廉价的“小样”是否
为正品半信半疑。看着群里不少
人下单，她便买了一款知名品牌
的粉底液小样。

“这款粉底液正装 30毫升，
专柜售价550元，而群里这款‘小
样’5毫升才30元。”小李告诉记
者，她觉得买“小样”很划算。

几天后，小李终于收到了她
心心念念的粉底液小样。她用过
后发现，这款粉底液黏糊糊，使
用感和妆效都不好。连续用了 3
天，她的脸上长了痘痘。

小李这才发现这支粉底液小
样上全部是英文，连生产日期都没
有。随后，她来到运河区一家商场
买了这款粉底液正装后发现，使用
感和她买的“小样”完全不同。小李
怀疑自己买的“小样”是假的。

“小样”便捷实惠
分装过程存隐患

“便宜又携带方便，试用成

本低，我很喜欢买‘小样’。”王女
士告诉记者。这些小规格的化
妆品给了她试用大牌的机会。
梳妆台上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瓶
瓶罐罐，表明她是一名“小样”爱
好者。

为避免买到假货，王女士
只在代购或者自己购物过的网
店购买。购买前，她会对这家网
店做很多功课。即使这样谨慎的

“小样经验者”，也避免不了“踩
雷”。一个月前，她在微信朋友圈
中买的某知名品牌的气垫霜小
样，使用后发现效果并不好。

王女士上网查询如何辨别
真伪，发现自己买的气垫霜和
官方售卖的“小样”无论在外观
还是内部均有多处不同。当王
女士表示怀疑并要求卖家退货
时，卖家以王女士已经使用，并
影响二次销售为由不予退货。

此外，化妆品正装的分装销
售，也在“小样经济”中异军突
起。“戴着手套、镊子、电子秤、酒

精”等工具将正装眼影、粉饼、粉
底液等美妆产品分装到各种小
盒子里、小瓶子里便分装完毕。
许多商家会在商品详情中播放
这样一段视频，以此展示商品的
安全性。

但是这样分装后的商品真
的安全吗？

运河区的李女士将她刚拿
到手的眼影小样向商家申请了
退货退款。因为这款眼影小样是
在同款眼影正装中分装出来的
一小部分，并装在一个小塑料盒
中，不仅气味极其刺鼻，盒子上
也没有任何商品信息。李女士在
专柜买过这个品牌的眼影，所
以，她觉得这个所谓的“小样”十
有八九是假货。

“小样”有市场
辨别真假成难题

随后，记者加入了几个微

信小样群发现，每天群主会发
各种知名品牌的护肤品、化妆
品小样。每个群的人数均在 300
人以上，但是商品的购买方式
不尽相同。有的群主发布的商
品链接是通过微信小程序购
买，有的商品则是通过某网购
平台购买。

记者注意到，这些小样销量
不低。知名品牌化妆品的“小样”
更是需要拼手速。

记者在不同的美妆群分别
买了香水、口红等，然而它们的
质量大多很差。比如，口红的外
壳很粗糙，颜色很浅。当记者询
问客服，化妆品小样是哪里发货
时，对方竟称是代工厂生产发
货。

香水的气味有些刺鼻，粉底
液的质地也不好，记者就此问题
询问客服，对方只敷衍道，支持
专柜验货，商品保真。

采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商
家面对买家的质疑，往往会回复

“支持专柜验货”，而“小样”很难
验货，因为专柜的工作人员没
有验货条件和技术，大多数也
不愿意为其验货。有的商家还
会以不同国家版本产品略有不
同来忽悠买家。

此外，一些消费者在购买
“小样”前没有用过正品，除非
在使用中出现了明显不适，不
然很难辨别真假。由于美妆小
样价格低廉，即便买到假货，
一些人嫌麻烦一般也不退货。

“小样”生产量少
只作为“非卖品”赠送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搜索
输入关键词“化妆品小样”，
售卖“小样”的直播间和视频广
告，以及微信公众号比比皆是。
粉丝在十万人以上的博主有很
多。不少博主的商品橱窗中有
多个商品月销量上千。其中，卖
家有各种国内外知名美妆小
样，有的“小样”外包装上写着

“非卖品”，有的则没有标注，但
销量破万的“小样”从何而来，是
不是真品呢？

记者询问市区知名品牌专
柜的工作人员得知，“小样”只作
为赠品赠送前来购买商品的顾
客，不会拿来出售，且商家给专
柜“小样”的数量有限。

“品牌方并不会大量生产
“小样”。“小样”作为一种副产品，
生产试用的数量远远低于正装
的数量。”一位多年从事代购的
卖家说，行业内有不少专门售卖
美妆小样的卖家，大量的“小样”
让他也十分不解。正常来说，“小
样”只是赠送买家的物品，且赠
送数量并不多。“小样”的销量过
万，存在售假的可能。

另外，有些“小样”标志不全
有过期的可能，还有一些“小
样”因为包装密封欠佳，存在被
污染的可能，消费者购买“小
样”需要谨慎。

本报讯（记者 姚连红）家
住市区师院小区的高福兴有一
双巧手。鸭蛋壳儿、旧纸板、包
装袋……这些废旧物品在他手
中变废为宝，成为家里的一件
件装饰品。

83 岁的高福兴曾是一名

大学老师。年轻时他就喜欢画
画、做手工。前段时间，他看到
老伴要将家里废弃的旧纸板扔
掉，便拦了下来。高福兴在网上
看到过有人将旧物进行改造，
他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经过裁剪、切割、

粘贴，高福兴忙活了半天时
间，一个立体田园风格的摆
件便呈现眼前。两座红顶的
小房子、院子里的长凳、郁郁
葱葱的大树，每一个景物都
是 用 不 同 颜 色 的 旧 纸 板 做
成，就连二楼的阳台也格外
逼真（左图）。

从那以后，高福兴做手工
“上了瘾”，吃完的鸭蛋壳儿他
也留下来，在蛋壳上贴画。他按
比例画好太阳、仙鹤、树木等，
再贴在蛋壳儿上。蛋壳儿下方
用旧药盒做底座。他将水果泡
沫包装袋收集起来做成花束，
用旧纸板做成一幅山水画挂在
墙上……

“做手工能将废旧物品变
废为宝，还能锻炼大脑和手眼
协调能力，是一件两全其美的
事。”高福兴说。

化妆品小样因简易的包装和低廉的价格“圈粉”了不少年轻
人，但有人使用后过敏，有人觉得气味不对——

你被“小样”薅过吗？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83岁退休教师高福兴

把废旧物品变成装饰品

本报讯（记者 李婉秋）10月
18 日上午，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妇
女工委、市妇幼保健院联合组织

“情暖重阳节，义诊送健康”活动。
医院人员走进青县人和镇村，为当
地老人进行现场义诊（上图）。

上午 9 点，活动正式开始。市

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刘树才为前
来就诊的老人及村民讲解了高血
压防治和日常急救知识，并通过现
场示范的方式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急救方法和步骤。据了解，此次义
诊的内容包括血压和血糖检测、中
医把脉、盆腔彩超等多个项目。

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妇女工委和市妇幼保健院联合组织

医务人员为老人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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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记账
公司注册

代理公司记账报税开票，公司
注册、变更、注销，代办各种许可证。

联系电话：18831726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