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网购手机有质量问题 售后方案让人

抓狂

重庆南岸区市民谭女士通过某平台购买

了一台小米11手机。不久后，这台手机出现

了质量问题。该平台售后服务同意了她的

退换手机需求，可是她没想到的是，工作人

员说退换手机要靠“抢”，抢到后如果没有现

货还得等。

谭女士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天

天都要使用手机，如此的售后服务，让她不得

不吐槽一下了。谭女士表示，这台小米11手

机是她今年1月从某平台通过“抢购”买到的，

价格为3999元，从“抢”到至收货，她等了半

个月。但是，接下来手机开始不断出现各种

问题，让她满心的期待化作了失望。“这台手

机先是容易发烫，电池附近还有抖动，当时

想到只是一个小问题，加上过年期间，也没

有多想。可是后来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充电

很‘魔性’，一会充不起，一会儿充起了又不能

消耗。到后来，甚至开机关机都成了问题。”

谭女士说。

随后，她拨打该平台的售后服务电话，将

手机交给售后服务人员。经售后服务人员检

测，确实发现了该手机的问题，同意了谭女士

退换手机的要求。不过，售后人员给谭女士

提出的退换方案却让她抓狂。售后人员告诉

谭女士，要换新手机只有靠他们去“抢”，而且

抢到后不一定有现货，只有靠等。谭女士很无

语，“什么时候能够抢到？这不确定。上次从

我抢到手机到拿到手机用了半个月，这次不知

道要多久……”

（来源：重庆晨报）

2.网购退货遇“假客服” 险落入“运费险”

骗局

近日，刘女士在某平台上买了一件商品，

收货后发现尺寸不对便联系商家退回，商家同

意退货并表示会有快递员上门取货，随后在短

短15分钟内，刘女士就接到了两个快递的电话。

刘女士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本地韵达

快递的来电，只是询问了货物的相关情况。

不久，一个来电显示归属地福州的号码打

入，称如果刘女士需要退货，可以赔付运费

险60元。

“因为我当时正在和商家掰扯运费险的问

题，我还真以为会赔给我，反正当时脑子一下

子就迷糊了。”就这样，刘女士按照骗子的要

求，深信不疑地告知了银行卡号和收到的短信

验证码。

不久，刘女士接到一条短信，被告知账户

内214,882元被转入其他账户，此刻骗子继续

来电称刘女士卡内的钱已经被误转走，需要提

供另外一张银行卡把钱转回来，刘女士这才反

应过来自己可能被骗了，便报了警。

武汉市公安局江夏区分局庙山派出所民

警王立伟接到指令后，一边与刘女士联系，一

边火速赶往现场。“遇到这类警情必须争分夺

秒和骗子赛跑，得知她是农业银行的卡，我叫

她直接打95599，告诉她最快的流程，先挂失

再说。”在王立伟的指导下，刘女士第一时间

通过银行客服挂失。经银行查询，刘女士的

银行卡密码已经被骗子篡改，但好在卡内的

钱已被冻结没有转出，21万余元存款也得以

保住。

（来源：武汉市公安局）

3.网购大漏洞赶紧撸 “羊毛党”被骗十

万元

“陶姐，这有个大漏洞，赶紧撸。”朋友张超

留言。两人相识在薅羊毛群，张超主动添加的

陶欣然，称共享薅羊毛信息。张超透露自己是

阿里工程师，知道很多内部券。

张超强调这个大漏洞不需要真的买东西，

也不用抢券后去某鱼去卖。陶欣然点开张超发

来的链接，进入到网站，注册完会员后，她按照

客服发来的账户信息，转去了500元。陶欣然

拿着500元的余额，尝试着抢了几次小金额的

抵用券，抢购成功后也都顺利回收，账户竟然

有了90多元的盈利。她试着点击提现选项，

账户余额里的钱也都很快转到了陶欣然的银

行卡里。

来回试了几次，陶欣然开始几千几千的充

值，去抢购金额更高的抵用券，以赚取更高的

差价。就这样，她陆续充值4万多元，在平台

上抢了卖卖了抢，没多久，账户就赚了近1万

元，余额达到5万多元。可当陶欣然准备收

手，想要提现时，却发现账户已经被冻结，提现

始终不成功。客服称，陶欣然提现时输错了银

行卡号，而解冻需要1:1缴纳保证金，以证明

是本人操作。

陶欣然只能硬着头皮，凑了5万多元，按

照1:1的比例缴纳了保证金。朋友意识到她

可能被骗了，拉着她去了派出所。报警后，

网站很快被封了，客服和张超再也没有音

信，但陶欣然的钱早已被转移，始终没有追

回来。

（来源：澎湃新闻）

4.“送货上门”成难题 取件还要再加钱

一场猝不及防的收费让居住在广西贺州

市平桂区沙田镇的王女士一时间难以适应，她

常去取快递的代收点从6月1日起开始收取件

费了。

从她提供的信息来看，该代收点于5月21日

发布通知，称由于同行间价格战愈发激烈，近

年来派费一降再降，上级快递公司无法维持正

常运营。中通、圆通、韵达快递将于6月1日起

取消乡镇网点，快件只送到市区。

该代收点强调，为方便乡亲们领取自己的

快递，自6月1日起网点自行安排车辆托运，并

向客户收取托运到乡镇自取点的费用。费用

分别为3KG以下收取2元/件，3KG~10KG收

取3元/件，10KG以上收取5元/件。同时，通

知补充称，此费用秉承自愿原则，不强行收取，

不能接受的客户请到市区免费领取。

“本来一周就取一两个快递，还要收几块

钱，都不太想网购了。”王女士说道。王女士的

经历并不是个例。除了沙田镇，贺州市八步区

的铺门镇等地也出现了上述情形。

对于该情况，贺州市邮政管理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最近确实接到了相关投诉，邮管局

会根据用户反馈进行核实、取证，如果存在收

费情形，会对相关企业采取约谈、要求整改等

措施。因为按照规定，网点不能向消费者收取

快递费用。

（来源：北京商报）

5.冒充买家设陷阱 网店经营户损失近

5万元

冒充买家，称网店上的商品无法购买，进

而以需缴纳保障金为由骗取网店经营者的钱

财。近日，家住重庆市渝北回兴的冯女士掉入

了这样的陷阱，损失49,950元。

10月1日，渝北区公安分局回兴派出所接

到辖区冯女士报警，称其在网上被骗49,950

元。冯女士说，自己是一名全职妈妈，闲暇之

余经营了一家网店。当天，她在电商平台上收

到了一条“买家”信息，对方称想在冯女士的网

店购买商品，但在付款过程中无法完成交易，

并将截图发给了冯女士。正在冯女士疑惑之

际，对方又发来一张二维码截图，告知冯女士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解决问题。

为了尽快完成交易，冯女士扫描了截图，

又添加了所谓的“平台客服”QQ号。“客服”告

知冯女士，其网店没有开通保障服务，导致交

易失败，只需缴纳一笔保障金即可解决问

题。冯女士查看了账户，发现该服务确实没

有开通，便放松了警惕。于是，冯女士按照

“客服”的要求，开启了远程控制，并在贷款平

台贷了款，随后向“客服”提供的银行账户转

账49,950元。冯女士再次与“客服”沟通时

发现已被对方拉黑，这才反应过来是上当受

骗了。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与陌生人涉及金钱

往来时应提高警惕，网店经营者接到所谓“订

单异常”等信息，切勿轻易相信，必要时可先致

电官方电商平台客服电话咨询。一旦遭遇诈

骗，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来源：光明网）

6.网红主播卖“假货” 直播间获利逾

百万

王某是一名网红女主播，前期通过在网络

平台上分享各类化妆护肤知识等方式赢得了

网友信任，吸引了数万粉丝关注。

在拥有一定粉丝后，王某和丈夫王某朋决

定从今年开始直播带货，并在深圳某公寓租了

两间工作室，一间用来做直播间，一间用来做

仓库，并雇用了两人的同乡余某负责采购、发

货等工作。

近日，该网红主播上线直播，王某宣称其

销售的化妆品均是采购自境外的正品，因为有

特殊渠道，所以价格比官网便宜许多。此外，

她还经常在直播中搞“促销”“秒杀”等活动。

例如其中销量最火的一款品牌隔离霜，官网价

格200多元，但在王某直播间秒杀只需88元。

目前，王某等三人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被龙岗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据

嫌疑人余某交代，这些所谓的“国际知名品

牌化妆品”其实全部采购自某批发市场，既

没有品牌授权书，也没有质检报告和相关进

口手续。

根据群众举报，该网红主播在直播间售卖

假冒名牌化妆品，深圳警方先联合深圳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相关线索展开调查，经多方鉴定确

认举报属实后，9月2日下午警方分两路实施

抓捕。据初步统计，从年初至今，王某直播间

和网店的化妆品销售总额超100万元。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

7.业主收“到付快递” 扫码付费是骗局

“你好，在家吗？你有一个到付快递，放你

家门口了，到付380元。”明明没有购物，家住

北京市的冯先生却莫名接到了一通自称是快

递员打来的电话，称其有一个到付快递需要扫

码付款。而同一天，小区里的40多户居民都

接到了这种电话，可实际上谁也没有收到这份

快递。

“对方在电话里说是一个40公斤的大箱

子。我很纳闷，是谁发的呢？他说是顺义的

李某某，电话和姓名都被遮挡了一部分。他还

说，‘我都搬到你楼上了，你先交钱把快递收

了，如果有问题要拒收可以再退回去。’紧接着

就用短信发来了一张收款二维码照片。由于

快递费金额较高，我就提高了警惕，要求核实

清楚。这时，对方就说再跟客服核实一下，挂

断了电话。我再打过去，对方一直是无法接通

的状态了。”冯先生说。

“我老公也接到这通电话了，他扫码把钱

交了之后，才问我‘你买的什么东西这么贵？’

可我也没买到付的东西呀，回去后发现门口压

根没有快递，才发现我们上当受骗了。”居民

徐女士说。

经查，冒充人员采取了电信诈骗的方式，

作案手段就是先给业主打电话，确认业主没在

家，然后声称有到付快递，发送收款二维码让

业主付款。物业表示，此前新老物业更替时，

有人在群里发过全体业主的信息，可能造成信

息泄露。

（来源：北京日报）

8.二手平台“购”新车 苦等20余天被骗

4万元

日前，王女士在某平台上浏览，看到一条

出售新能源汽车的信息，刚取得驾照不久的

王女士一下子被这条信息吸引住了。

王女士在该平台上向卖家咨询。卖家直接

让王女士添加微信，称这样便于联系。加好友

后，卖家发来了几张微信截图，是一些咨询轿车

的相关聊天记录，以及车行此前的交易记录，还

发来了车辆的资料图片，并称王女士看中的这

辆车现在好多人询价，要买的话要快点决定。

王女士对这辆车很是满意，最终和卖家达

成共识，成交价定为4.5万元。接着，王女士又

与卖家谈妥了有关车辆签订合同、物流运输的

问题，待所有细节敲定后，卖家向王女士发来

了一份购车合同。

这时，卖家让王女士支付购车全款。王女

士因资金紧张，暂时无法一次性付齐，想让卖

家将车辆预留几天，卖家要王女士先支付部分

定金，好将车辆从平台上下架。于是，王女士

通过微信给卖家转账500元，三日后，又给卖

家银行卡转账4万元。

此后几天，王女士数次联系卖家询问是

否将车辆发出，卖家都以天气原因为由延迟

发货。过了大约20天，卖家通过微信发来一

个汽车正在装车的视频，让王女士将4500元

尾款转账过去。王女士向卖家索要车辆运输

的物流单，卖家称物流单丢失，找不到单号，

王女士便没有支付剩余尾款。此后，王女士

再通过微信联系卖家，却再也没有得到回复。

（来源：海峡导报）

9.被“种草”的洗眼液 却被“洗”成干眼症

小雪是一名上班族白领电脑一族，平时也

喜欢化眼妆，看到网上有很火的网红眼药水和

洗眼液，就买了想借此缓解眼睛干涩，清洗眼

睛的“脏东西”。最近眼睛干涩难受，前来医院

就诊。

“最近看直播买了明星同款洗眼液，一段

时间用下来，脏东西没洗出来，眼睛倒是愈发

干涩、酸胀了，甚至出现灼痛感。”小雪向接诊

医生表述了自己的症状。

“最近有几款网红洗眼液在一些短视频平

台、美妆App上被大力推荐，号称可以洗出眼

睛深藏多年的‘脏东西’。开始用的时候还挺

舒服的，现在眼睛好容易干涩。”小雪对长沙爱

尔眼科医院角膜与眼表科副主任医师李宽舒

说道。李宽舒为小雪做了专业的眼表综合分

析、LIPIVEW检查，发现小雪的眨眼不全，双

眼脂质层变薄，并且睑板腺有1/3的丢失。

“洗眼液”开始走红，并被不少人种草。像

小雪这样，洗眼“洗”成干眼症的患者也在眼科

门诊并不少见。李宽舒介绍道，“完全没有必

要，我们眼泪是有‘自洁’功能，如果人为的长

期使用含有一些药物成分的洗眼液去冲洗，

过度清洁，会破坏眼表正常的菌群，破坏局部

的微环境，甚至导致激发感染。有些洗眼液

含有一些药物、防腐剂会加重眼表的负担。

如遇眼睛发生干眼问题，及时去专业眼科医

院就诊，明确原因和疾病对症治疗。”

（来源：中国青年报）

10.平台售卖“假喷淋头” 消防点名批评

“应付二字赫然在，违法当作噱头卖，生

命安全成儿戏，最后你是把谁害？”10月11日，

多家店铺售卖名为“应付检查假消防喷淋

头”的物品，被@中国消防点名批评。

众所周知，消防喷淋头用于消防喷淋系

统，发生火灾时，消防水通过喷淋头均匀洒出，

可以对一定区域的火势起到控制作用。在这

个环节作假，等于在拿生命开玩笑，因此这则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网友的愤怒谴责：“生命

安全岂能儿戏？”“这是视人命为草芥！”“相关

部门应该严查重处！”

那么，这种“假消防喷淋头”还在销售吗？

某电商平台上一位销售消防喷淋头的商家表

示，自己销售的产品都是真的，厂家能够提供

相关的合格证书，但光买喷头肯定不行，必须

安装全套的消防喷淋系统，才能真正起到灭火

的作用。不过她也坦言，此前的确有商家以

“应付消防检查”为噱头，销售类似的商品，可

能也有人以此为由购买，“消防安全无小事，建

议大家还是按规定来，安装全套系统。”

（来源：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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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阳湖南衡阳：：无人驾驶快递车进校园无人驾驶快递车进校园
11月2日，物流公司把无人驾驶快递车开进位于湖南省衡阳市的南华大学。快递车自动行驶

于图书馆、食堂和学生宿舍周边，给同学们运送快递。图为学生从无人驾驶快递车中取件。

新华社发（曹正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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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领域“双十一”信用环境评价和提示报告十个反面案例

河南宝丰河南宝丰：：““电商电商++直播直播””助农丰收助农丰收
近日，河南省宝丰县闹店镇种植的数百亩蟠桃、寿桃等特色品种鲜桃进入收获的季节，当地

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并通过电商直播等形式，将鲜桃销往各地。近年来，该县因地制宜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鼓励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种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图为河南省宝丰县闹店

镇靳李村果农在一处桃园里直播销售鲜桃。 新华社发（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