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价购买海鲜，谁知称重后发现，
光塑料袋就有60克重，你有何感受？

连日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株洲
调查发现，一些售卖海鲜水产的商家，
把超厚塑料袋卖出了海鲜价。 塑料袋
的身价随着所装海鲜的单价变化，一
个少则几元钱，多则十几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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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
3月14日讯 创优
消费环境，激发消
费 活 力 。3 月 14
日，纪念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施行30
周年暨2024年湖

南省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大会在
长沙举行。2023年， 湖南省消保委系
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0150件， 解决
率94.48%，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3629.3万元。

2023年，全省消保委系统共受理
投诉70150件，增长率为17.08%。值得
一提的是， 商品类投诉呈持续增长态
势，共受理50058件，比上年增加8653
件，增长率为20.90%。

《2023年湖南省消保委系统受理
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报告》指出，按投
诉性质分析，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安
全、合同占据消费者投诉的前五位。其
中，合同类、售后服务类和质量类投诉
比重同比下降，价格类投诉增长明显。
2023年，共受理价格类投诉11582件，
同比2022年增长47.26%，主要集中在
生活及社会服务、公共设施服务、医药
及医疗用品、食品等领域。

省消保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吴卫提
到，将重点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预付式
消费和新消费方式开展社会监督工
作，及时发布消费警示和提示，避免消
费陷阱，“加强各级消保委组织的建
设，使维权服务站、投诉站和消费教育
基地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

218元买条鱼，塑料袋就花了20元
海鲜市场频现塑料袋“刺客” 市监现场执法，提醒买水产品可要求去皮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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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类消费投诉猛增
这四个领域是“重灾区”

投诉盘点

案例连线

3月14日发布的2023年湖南省消
费维权典型案例中，涉及销售假冒品
牌实木地板退款赔偿、销售不合格燃
气灶具致燃气爆炸伤害赔偿、早教中
心不按约定提供服务退费、音乐餐吧
接纳未成年人饮酒、养生馆烫伤顾客
赔偿治疗方案等20个案例。

2023年11月13日， 岳阳华容消费
者吴先生投诉，在华容县某水族馆购
买仓鼠时意外被仓鼠咬伤，接种疫苗
等共花费1300余元，与水族馆协商赔
偿未果，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督
促商家给予赔偿。执法人员调查后发
现，尽管水族馆曾对消费者做出安全
提醒，但不能免除赔偿责任，经调解，
水族馆赔偿疫苗接种费用800元。

■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贾春兰 刘灵宁 许英

买仓鼠被意外咬伤
水族馆赔偿800元

【现场】不去皮，超厚塑料袋与海鲜一起上秤

株洲天纺农贸市场是当地较大的市场之一，
有数家售卖海鲜水产的门店。

3月13日，记者来到市场内的姚记海鲜店，热
情的老板立马上前招呼， 主动介绍各类海鲜价
格：“东星斑218元500克、波龙288元500克……”

记者挑选了每500克20元的鲈鱼， 老板用网
兜过滤后， 顺手将鱼装进了超厚的绿色塑料袋，
放上一旁的电子秤后喊道：“重一斤一两（550
克）。”整个过程，老板丝毫没有提去皮称重的事，
而店门口的显眼位置写着“诚信经营，绝不短斤
少两”几个大字。

在市场内的远洋海鲜店，记者挑选了35元每
500克的大明虾，店员用网兜过滤、剔除死虾后，
同样将虾子放入超厚塑料袋中称重，“一斤三两
（650克）多。”当记者提出超厚塑料袋为何不去皮
称重时， 店员立即给出“优惠”，“袋子重6钱（30
克），算一斤二两（600克）吧。”

另一家田记海鲜店， 记者购买了罗氏虾，店
员将虾子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记者发现，塑料
袋重量明显轻于前两家。

在海鲜店购买结账后，记者均向老板索要了
一个同款、全新的塑料袋。记者注意到，这种超厚
的绿色塑料袋摸着手感较硬，表面毛糙。双手用
力撕扯，其韧性很大，很难将其撕破。

【猫腻】塑料袋重数十克，和海鲜一个价

记者在市场的公平秤上复秤， 均未发现短斤
少两。随后将3个全新的塑料袋分别称重，结果显
示：姚记海鲜店的塑料袋重40克，远洋海鲜的塑料
袋重60克，田记海鲜店的塑料袋重10克。根据三
种海鲜的单价计算，记者在3个超厚塑料袋子上分
别支付了1.6元、 4.2元、1.5元。

网购平台上， 记者找到了类似的水产专用塑
料袋。经过和客服的对话得知，店铺内大号袋子每
个50克重，4元10个袋子， 换算下来0.4元一个。而
中号重25克的袋子，换算下来0.25元一个。

事实上，超厚塑料袋所装海鲜单价越贵，其身
价涨幅越大。

“要这么算，我218元买条鱼，光塑料袋就花了
20元。”一位市民告诉记者，刚以218元500克的价
格购买了一条东星斑，商家同样未去皮称重。

经营多年海鲜店的丁先生透露， 用塑料袋赚
钱已成公开的行业“潜规则”。只有顾客主动提出
要去皮， 商家才会按要求称重，“不提的话肯定不
管，谁不想多赚点钱，是不是？”

【查处】市监约谈涉事门店，将立案调查

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株洲市天元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泰山路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
表示，此前就发现了这一问题，曾责令商家整改。
执法人员当即前往现场进行核查， 发现市场内部
分海鲜水产店仍在使用超厚塑料袋盛装海鲜，且
未去皮称重。

“这厚袋子容量大，结实还耐用。”一位店主解
释，鲜活水产品若用薄袋子很容易被刺破，这种厚
塑料袋较实用，“整个行业都是如此。”对此，执法
人员现场指出：“用超厚塑料袋没问题， 但前提是
必须主动去皮称重。”

对于超厚水产袋给消费者带来的不良购物体
验，早在2004年我国就出台了《零售商品称重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 规定要求小于等于2.5千克的
海（水）产品，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同样，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经营者出售的商品不得短
斤缺两，或将包装物的重量作为商品来计价。

3月14日，执法人员约谈了涉事门店以及市场
管理方，并将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 购买水产品
时，如果发现商贩使用加厚塑料袋，可提出去皮称
重；如强制使用加厚塑料袋，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单个塑料袋称重重量为6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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