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装修存在质量问题是最让人头疼的，因为

这些隐藏的问题装修后的短时间内不容易被

发现，被发现后又令人棘手。

谈到装修的质量问题，家在福汇佳苑居住

的牛先生深有感触。 2010 年 5 月份，他开始装

修新房，当时他找了一个装修队，拒绝了包工

头包工包料的建议， 采取了包工包辅料的方

式，他还经常去现场检查装修的质量，房子装

修好后，牛先生搬了进去。 住了一段时间后才

发现，装修的房子存在很多问题，其中装修公司

对线路安装就没有按约定施工， 而是改变了管

线的走向，这样很容易发生短路。

牛先生建议将要装修的市民， 一定要找信

誉好的装修公司。为确保装修质量，最好能多抽

时间到现场监督施工， 对铺设管线等隐蔽工程

项目，最好亲自验收。

据业内人士介绍，如今市场上美容美发的

消费陷阱越来越多，形式也更具迷惑性和欺骗

性。 除以上记者了解到的，还有经营卫生状况

欠佳、相关工作人员上岗资格证不全、专业技

术不达标、明喊降价实换药水、不规范使用预

付性消费卡等。 面对种种陷阱，爱美过程中，消

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13 日，市消费者协

会副秘书长闫关州为爱美女士支招：

美容时，消费者应选择证件齐全的美容场

所消费，并确认服务人员是否持资格证书和健

康证上岗；应提高辨别意识，不要轻易被美容

美发场所的各种促销活动所迷惑 ； 如发生纠

纷，应及时投诉，并保管好各种消费凭据；使用

美容美发店提供的产品时，要检查其是否有卫

生许可批准文号、有效使用日期等。 根据规定，

所有进口产品必须有中文说明，消费者应拒绝

使用没有中文说明或者说明不全的美容美发

产品，并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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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一

聚焦消费陷阱之美容美发篇

□

晨报记者 李丹丹 / 文 张志嵩 / 图

随着市民

消费水平不断

提高，美容美发

在家庭消费中

所占的比重也

逐步提升。如今

大街小巷都遍

布着各种美容

连锁店、美发沙

龙等。但在美丽

诱惑的背后，潜

藏着很多温柔

陷阱。 日前，记

者 从 市 12315

消费者服务热

线了解到，我市

美容美发的投

诉量呈逐年增

加趋势。

美容美发店玩“文字游戏”宰客

据了解， 许多美容美发机构的促销语言和

营销方式很不规范， 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或购买

产品时总是一头雾水，甚至掉进陷阱，白花冤枉

钱。 2010 年 4 月，王女士在一家美发店门口看

到该店的促销打折活动：离子烫 18 元、花烫 15

元。 见价格这么低，王女士便进去做离子烫。 询

问后店老板说要 40 元， 这让王女士十分不解：

“店外明明写着 18 元，怎么又要 40 元？”店老板

解释说：“18 元是起价，指的是短发。 你的头发

这么长，用药水要多一些，所以至少要 40 元。 ”

陷阱二

夸大效果吸引消费者眼球

为让潜在的消费者心动， 很多美容美发店

做广告时，都会使用夸大的广告词。甚至有些美

容店直接做虚假广告，用电脑制作效果对比图，

夸大效果，欺骗消费者。 生完孩子后，陈女士一

直为脸上的妊娠斑所烦恼。 随后她在某美容店

看到一则广告：根治雀斑，恢复女人无瑕肌肤。

在店内， 工作人员还向陈女士展示了祛斑成功

顾客的前后对比照，这让陈女士心动不已，当即

就花 1000 多元买了一套工作人员推荐的祛斑

产品。 哪知用了一段时间后，没有一点儿效果。

“现在产品都用完了，却没一点儿效果，她们真

是太忽悠人了。 ”陈女士对记者说。

打着“免费美容”旗号收材料费陷阱三

相信很多爱美女士在大街上都遇到过美容

院服务员赠送的“免费体验卡”，由于抵挡不了

免费的诱惑，很多人都会步入消费陷阱。李女士

就是个例子，当听到拿“免费体验卡”可免费做

一次美容时，她心动了。 做护理前，她再三询问

是不是真的免费，在确定不收取费用后，陈女士

才安心躺下做护理。做护理过程中，美容师一边

讲解李女士皮肤的缺陷，一边推销护理产品。做

完护理后，美容师说要收 80 元，理由是做护理

免费，但做护理要收“材料费”10 元，护理期间

针对皮肤缺陷使用的其他产品收费为 70 元。得

知上当后，李女士后悔不已。

自行定价，价位虚高

陷阱四

同样的美容美发产品，在商店里可能卖十

几元或者几十元，但在美容美发店价格要翻几

番。 经过讨价还价，消费者不难发现，本来标价

几百元的消费项目， 店主竟能随意更改价位。

近日，记者到新区一家美发店烫卷发，在价目

单上记者看到， 价格从 80 元 ~380 元不等，且

店主告诉记者，价格越贵效果越好。 当记者有

意选择 280 元的热烫时，店主赶忙说 ，为拉回

头客，可 7 折优惠，全价 196 元。 当记者问能不

能再优惠时，店主说最低 170 元。 做完后，店主

还向记者推荐了一款 90 元的营养液，记下产品

的牌子后，记者在网上发现，该款营养液仅售

15 元 ~20 元。

用“洋货”迷惑消费者

陷阱五

在美容美发店，消费者很难发现国内产品

的影子，大多产品都标注产自英国、韩国、日本

等地。 产品的包装盒及说明书上都写满了英文

或日文，没有中文标注。 当消费者遇到这种情

形时，既感到迷惑又无所适从，无论是价格、质

量还是产品成分，自己无从得知，只能请工作

人员进行“专业”讲解，工作人员便借机向消费

者推销昂贵的产品。

聚焦消费陷阱之装修篇

核心提示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实习生 白雨涛 / 文 张志嵩 / 图

买房子是

一个人、一个家

庭的大事，很多

市民在花费了

大半辈子心血

拿到新房的钥

匙，并迫不及待

地开始装修时，

才发现装修房

子存在的陷阱

很多，一不小心

就会碰到一大

箩筐的麻烦事。

装修公司擅自改用装修材料

李女士在锦绣江南小区的房子是 2009 年

装修的，由于没经验，老公又在外地工作，在询

问几家装修公司后， 李女士选择了一家装修公

司，让对方包工包料进行装修。

李女士说，当时选装修材料时，装修公司提

供的产品样品都是市场上的知名品牌， 他们还

说和很多材料商都是长期合作， 所以他们买价

格会低一些。李女士由于对装修知识了解不多，

就听从了对方的话，当时就交了预付款，而且装

修期间很少到现场监工。

装修好后，李女士到现场一看就傻了眼，很

多装修材料跟她当时选的有很大差别， 塑钢窗

变成了从没听过的品牌，且密封条不严，配的五

金件也是塑料的。 吊灯也明显不是自己选的款

式，尤其是地板，比她当时选的颜色深很多。 因

为已经装修好了， 而且合同里没有详细列出材

料的型号，所以李女士只好作罢，但直到现在李

女士仍非常窝火。

李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将要装修的

市民，选择装修公司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最好

把装修材料的型号、价格、数量写进合同。 为避

免装修公司装修时以次充好， 在约定付款方式

时就应有所准备， 最好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制

约装修公司的不规范行为。

实际支出远远超出预算

除了装修材料，重要的还有装修价格，一些

装修房子的市民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装修公司的

价格陷阱。

家在美景绿城小区居住的李先生是去年 8

月装修的房子， 当时装修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

预算报价单，列出了用料、价格、人工、管理费等

项目，双方最后签订了 12000 元的装修合同。可

刚开始施工，工人报的增项竟多达十几项。工程

完工后，花费竟多出了近万元。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一些不讲信誉的装

修公司正是利用消费者这种“价格越低越好”的

心理入手， 以较低的报价吸引客户。 签下合同

后，这些装修公司又在其他方面“低进高出”，最

终获利而归。

吃过装修的亏后， 李先生建议将要装修的

市民，装修前一定要多向有经验的人“取经”，多

咨询几家装修公司，进行综合对比；列出一份需

要做的工程项目单，确定没有漏项后，不再轻易

听从装修公司添加不必要的项目； 总工程价格

和单项价格谈定后， 要亲自和装修公司到现场

确定每个项目的具体施工细节等， 并逐条落实

到合同中。

装修存在质量问题

新区一家正在营业的美发店。

专家支招

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