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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订餐遇“门槛”：想换大包厢遭拒
消费者质疑商家区别对待 律师：团购优惠券不得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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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团购券前明确说包间可用，用的时候就有限制条件了。”
株洲市民唐女士团购一张1588元的14至15人套餐券， 使用团
购券时， 却被商家告知有限制条件， 只能选套餐对应人数的包
间，不能挑更大的。消费者在享受团购带来实惠的同时，遇到的
“糟心”事也不少。消费者面对这些情况，该如何应对？又有怎样
的规定？连日来，三湘都市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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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 1月
19日讯 明明没有在
网上购物，却收到了快
递包裹，里面不仅有小
礼品，还有一张中奖率
100%的刮奖卡， 有市
民心动刮奖被骗23万

余元。1月19日， 宁乡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
诈中心发布紧急提醒， 不明快递里中奖的刮
奖卡都是诈骗陷阱，市民切勿扫码，如遇到此
类快递可向市反诈骗中心举报。

前不久，家住湖南宁乡夏铎铺的刘女士，
收到一个收件人写着自己名字的快递。 虽然
印象中自己并未网购，但她还是拆开了快递。
快递包裹内是一个笔记本，还有一张刮奖券，
刘女士随手刮开卡券显示：五等奖。

刘女士用微信扫描了刮奖券上的二维
码，添加了“兑奖助理”。这个“兑奖助理”将刘
女士拉进一个微信群，接着群内“客服”诱导
刘女士刷单“赚钱”。先是“小玩玩”返利几十
元，后来到上百元，眼看投入越多赚得越多，
刘女士心动不已。

她不断加大投入金额， 很快最大一笔达
到了1.2万元。连续8次转账后，都迟迟没有到
账，刘女士才意识到不对劲，迅速到辖区派出
所报警求助。

“一共转了8笔，共23万余元，大部分还是
网贷的。”办案民警胡喜军介绍，与传统刷单
相比，诈骗分子改变了引流方式，以赠送小礼
品的方式获得关注， 并在快递包裹内投放二
维码或中奖信息的小卡片，引诱受害人扫码。
目前，该案正在侦办中。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林鑫

三湘都市报 1月
19日讯 婚礼、酒席、宾
客， 都是婚宴的关键
词。这一天，主人家往
往忙得不可开交，难免
人多事杂，于是就有人
盯上了礼金。1月19日，

长沙望城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 抓获了一
名专偷礼金的窃贼。

2023年10月3日， 是长沙市望城区乔口
镇居民熊先生嫁女儿的好日子， 可就在大家
向新人道喜祝福之时， 熊先生发现放在卧室
衣柜里的3万元礼金不见了，气愤的他随即报
警求助。

间隔没几天，乔口镇居民刘女士办婚宴，
9200元礼金也离奇被盗。 因作案手段雷同，
民警将这两起案件并案侦查。 民警通过大量
的监控视频分析和摸排走访， 终于锁定犯罪
嫌疑人徐某。

1月8日，根据前期侦查线索，民警联合靖
港派出所成功将正在靖港镇某婚宴现场，准
备再次作案的徐某抓获。徐某交代，他见有些
农村婚宴中，客人们进出有些混乱，因贪念作
祟，多次趁机而入实施盗窃，涉案金额近4万
元。目前，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覃亚林 唐采苓

不明快递内藏刮刮卡
轻信“中奖”被骗23万

“婚庆大盗”专偷礼金
再次作案时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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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厢内景。

▲

饭店在App上上架的团购优惠。 受访者 供图

案例一：用团购券订包间，却被告知有限制

团购App上的套餐优惠让大家直叹“划
算”，但不少市民却发现，享受价格优惠的同时，
部分商家的服务态度和商品质量却大打折扣。

前几日， 株洲市民唐女士在团购App上购
买了福竹园酒楼河西店1588元的14至15人套餐
券，使用规则处明确标注“可免费使用包间”。

因唐女士宴请人数在20人以上， 便向饭店
服务员预约一个大包间， 遭到拒绝。 服务员表
示，唐女士团购的是14至15人餐，只能使用相应
人数的包间。“使用规则并没说， 不能使用更大
的包间，这不是区别对待吗？”对于饭店的做法，
唐女士表示不满。最终，唐女士选择正常消费，
才使用了可供20多人用餐的包厢。

1月17日，福竹园酒楼河西店一名邓姓经理
向记者解释，饭店推出团购是为了引流，根本不
赚钱，“我们是根据套餐的人数， 来安排包厢
的。”其表示，饭店惟一供20人以上用餐的大包
厢，是留给正常点餐客户的，不接待团餐。由于
团购App上只有固定模板， 无法备注更详细信
息， 才没有说清包厢的使用规则，“我们没有搞
区别对待！”

记者注意到， 当地多家饭店在团购优惠券
的使用规则中，有明确注明包厢的使用条件，以
及哪些包厢不可用。

【律师说法】使用团购券，理应获同等待遇

湖南法健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纲表示， 唐女
士虽然是通过团购优惠券进行消费， 但其身份
同样属于消费者， 理应得到与其他消费者同等
的待遇， 商家因消费者使用团购优惠券而对其
进行区别对待的行为于法无据。

同时，律师提醒各位商家，在进行优惠活动
时，必须明确优惠详情，团购优惠券不得做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

案例二：吃饭用团购券，拿不到发票

采访中，有消费者向记者表示，使用团购优惠券
不开具发票，几乎是整个餐饮行业的“潜规则”。

市民廖先生与朋友就餐完毕后， 要求服务员开
一张发票，但收银员以一句“团购的，不能开发票”断
然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对于使用团购优惠券的食客为何不能开发票，
商家的回复是：“饭店搞团购本来就不赚钱， 如果再
开发票，饭店就要交税，那就赔钱了。”

廖先生说，从他的经历来看，如果顾客使用团购
券，商家一般不会开具发票，有些比较“懂味”的商
家，在消费者索要发票时，常以对额外收费部分的金
额抹零头、送小礼物、送打折券等方式解决，多数消
费者也就不再计较。

【部门说法】只要有交易，消费者就可索取发票

记者致电12366纳税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只要有交易，消费者就可索取发票。”经营者应当开
具而未开具发票的，将被税务机关责令改正，甚至可
能面临被罚款和被没收违法所得的法律后果。

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遭遇类似事件时，可直接
拨打纳税服务热线：12366进行投诉、举报。

在团购App里，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团
购商品、服务时被歧视、嘲讽等经历。可见，商家的区
别对待成为常规操作。

商家既然想靠团购吸引更多客流， 又想通过降
低服务质量来“挽损”，这是典型的“玩不起又要玩”，
到头来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们希望：监管部门能刹一刹这股“团购顾客低人
一等”的歪风，同时，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要站出来主
动维权，不要让“潜规则”坏了“明规矩”。

不要让“潜规则”坏了“明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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