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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 1000 积分将在本月底失
效，请尽快兑取礼品”“您获得500
奖励积分，可在商城使用”……如
今，消费赠积分成为许多商家的促
销手段，不少消费者都收到过类似
信息。用积分兑换礼品，或是抵扣
现金优惠，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
也令商家增加了销量、收获了流
量，本来是件“双赢”的好事。可
不少消费者却发现，要兑换积分并
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其中还藏着
不少陷阱。

“我买车赠送了1.2万积分，销
售说可以在自家品牌的商城里兑换
礼品，但我一直没用。没想到，前
段时间因为积分到期，自动清零
了。”北京通州区徐先生表示，在购
买某新能源品牌汽车时，销售人员
或厂家并没有提醒积分存在使用有
效期限制。

徐先生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
积分过期、使用受限、变相消费等
问题，让消费者得不到实惠，商家
失去信誉、市场，造成了“双输”

的局面。
消费积分是不少商家青睐的市

场营销手段，初衷是为了强化消费
者的购物行为，加密重复购物频
率，提升客户黏性，形成较为稳定
的消费群体。记者调查发现，大部
分商家都对积分制设置了 1 年到 3
年不等的有效期，并且一些积分使
用还存在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再
次消费达到一定额度才可以使用积
分等。

“商家推出积分制本意是为了引
导客户消费，如果客户长时间不使
用积分或不消费，对商家而言，积
分制就失去了意义。”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副教授丁瑛认为，设置有效
期无可厚非，但商家应当履行对积
分有效期提醒的义务，“比如在积分
活动开始前和积分即将到期时，分
别提醒消费者积分的有效期。”

现实中，有的积分规则十分复
杂，有的标注字体很小，还有的存
在多个附带使用条件。

“现阶段，消费积分使用规则基

本上由商家单方制定，多属于格式
合同。”北京元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吕恩相律师认为，根据民法典、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明确规
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以显
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履行期限和
方式等内容。

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反映积
分兑换的商品质量堪忧，“三无”
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甚
至存在诱导消费的情况。“我在网
上购物，抽奖中了 2000 积分，显
示可以抵扣 2000 元现金购买某品
牌价值 2799 元的吸尘器，当时感
觉运气很好。”山东威海市宫先生
说，“就在我准备支付剩余的 799
元时，去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同
品牌同型号吸尘器就卖 799 元，根
本没有优惠。”

“客 户 通 过 消 费 积 分 兑 换 商
品，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商家应
当 对 产 品 作 出 质 量 上 的 保 障 承
诺。”吕恩相说，“如果商家采用套

路消费、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则
涉嫌消费欺诈。”

丁瑛表示，有的商家在制定积
分使用规则时，多是出于自身利益
考虑，而忽视了消费者利益，“目
前，各商业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同
类产品非常多。商家如果以次充好
来骗取消费者使用积分，最终会失
去消费者的信任。”

“有时候我们看重的并不是积分
本身，而是商家的诚意”“希望积分
兑换的商品能更有用，有的虽然质
量 还 行 ， 但 是 平 日 里 根 本 用 不
上”……不少读者建议，商家在制
定消费积分使用办法时，应充分考
虑积分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情感认同
和心理满足感，进而提升消费者对
商家的认同。

有专家表示，市场监管部门或
行业协会也应多给消费积分制把把
脉，发现问题后通过约谈、责令整
改、曝光等手段予以规范，努力营
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秩序。

来源：人民日报

消费积分，你用了吗？
莫让“双赢”变“双输”

近日，小学生间开始流行盘
手串，受访小学生表示，“上课盘，
下课盘，都盘，可能是比较解压
吧，这个声音很舒服。”

盘手串的，一般都是成年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喜好，但没想
到，小学生群体中也流行了起来，
这怕是继去年人人传唱的《孤勇
者》之后，又一个现象级的行为了。

对此，家长怎么看？专家有
何提醒？

小学生开始流行盘手串

据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近日
报道，一种名为“盘手串”的玩具
在小学生间引起了热潮。记者走
访小学发现，这种玩具由一根弹
性线和多个彩色珠子组成，可以
随意拼接成各种形状和图案。小
学生们用它来做手链、项链、戒指
等饰品，或者在课堂上玩弄它，发
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采访中，有小学生表示，最
近确实流行盘手串，至少人手一
串，上课盘、下课盘，一直都在
盘。至于为何要盘手串，有小学
生表示，可能是比较解压，盘来盘
去，声音比较舒服。当被问到是
否有压力时，他们表示有，压力很
大，全都在“内卷”。

在很多家长看来，孩子的这
种行为非常不可思议，毕竟玩串
珠都是中老年人的喜好，小学生
怎么会对手串如此感兴趣呢？实
际上这也没啥大不了，每个年龄
段都会有自己喜好的活动，很多
人上学时，肯定也流行过转笔、转
书等，其实和盘手串原理都是一

样的，身边人都在玩，渐渐地也就
成了流行。

小学生迷上“盘手串”的话题
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说，
自家孩子从火漆印章、咕卡一路
紧跟流行来到了“盘手串”，这就
是小学生圈的一阵风。还有人
说，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流行。但
也有不少网友以成年人的角度提
出不同观点。

医生提醒：存在安全隐患

有专家提醒，“盘手串”虽然
有一定的娱乐价值，但也存在一
些安全隐患：

首先，“盘手串”的珠子可能会
掉落或者被吞食，造成窒息或者消
化道损伤；其次，“盘手串”的弹性
线可能会缠绕在手指或者脖子上，
导致血液循环受阻或者窒息；最
后，“盘手串”可能会分散学生的注
意力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

专家建议，家长和老师应加
强对小学生使用“盘手串”的监督
和引导，一方面要教育小学生正
确使用“盘手串”避免发生意外，
另一方面要控制小学生使用“盘
手串”的时间和场合避免干扰正
常的学习和生活。

此外，济南市民族医院康复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路亮说：从身
体健康角度出发，长时间过于集中
一种盘玩动作，会导致手指关节不
均衡发育甚至造成关节肥大性增
生等疾病，更严重的还会造成过早
增生劳损以及腱鞘炎，严重的甚至
还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来源：重庆晨报

小学生迷上盘手串，都是压力大闹的？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消协
3日联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出“倡
导茶叶适度包装，推动绿色文明消
费”的倡议，茶叶经营者应当遵守商
品包装有关法律和国家标准的规定，
尤其对于带有附件、配件等的茶叶商
品严格包装标准，不打“擦边球”。

这是记者 3 日从中消协获悉
的。中消协近期开展的商品过度包
装调查显示，消费者对茶叶过度包
装问题关注度较高，消费者对茶叶
包装的主要功能需求有“保证茶叶

品质，防止受潮和变质”“开封后保
存性能好”“取用方便”。

今年9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
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
标准将全面实施。中消协建议，茶
叶经营者根据不同茶叶品类的要
求，做到包装材料适当、无害加
工、绿色生产。倡导茶叶经营者将
茶叶原料生产、加工包装等全生产
链条的能效、水效、环境绩效、碳
排放等信息进行公示，供消费者选
择和社会监督。

中消协建议茶叶适度包装

4月3日，市民在崔家庄村体验采摘。
当日，北京市平谷区东高村镇崔家庄村第二届西红柿尝鲜季启动，多个

品种的西红柿陆续采摘上市。据了解，崔家庄村于2002年开始发展设施农
业种植西红柿，目前可年产西红柿30余万斤。 新华社 发

北京平谷：西红柿成熟采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