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旧电器交易市场乱象不少

●乱象一：商品质量无保障
昨日，记者在瀍河回族区平等街附近

一个旧电器销售维修店看到，店内凌乱摆
放着四五台冰箱和电视机。一名顾客和店
主讨价还价后，以 300 元的价格买走了一
台51厘米彩电。

“店内的旧电器都是从街头的废品回
收人员手中买来的。”店老板孙建波说，这
些旧电器的收购价很便宜，通常不超过100
元，至于商品质量好坏，则很难说。如果能
正常使用，就直接当二手商品卖掉；实在不
能用的，就把上面的一些零件拆下来出售。

在五股路附近的一个旧电器销售店
内，店老板陈先生正在检查刚收购来的3台
旧空调。他说，其中一台空调制冷效果不
太好，勉强能用。反正是二手货，价格便
宜，购买者也不会太在意。

●乱象二：售后服务缺规范
“在学校附近一个二手电器销售店内

花200元买了一台旧彩电，用了一周，电视
无法正常显示图像，商家却不给免费维
修。”河南科技大学学生李群英说，经检测，
电视机内的电路板烧坏了。商家称，二手
商品不包修，换一块电路板必须支付 150
元维修费。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对于旧电器的
售后服务，不少商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说
法。凯旋路附近一个家电维修店的负责人

说，店内出售的旧电器可以保修1个月，但
是只限于小故障维修；如果更换零配件，就
要额外收费。

涧东路附近一个旧家电销售店工作人
员则表示，二手货质量肯定无法与新家电
相比，因此，一经售出概不负责维修。

新规将规范旧电器交易行为

近日，《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
法》发布，并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其中，对旧电器交易的过程及售后服
务做了明确要求。

从事家电售后服务工作的周巧红说，
新家电从生产到销售，都有严格登记，生产
厂家、生产日期、产品性能等信息非常齐
全，消费者选购时也能做到心中有数，而旧
电器在流通过程中缺乏相关规定，基本上
处于无序状态，产品质量也无法保障。根
据《办法》规定，经营者收购旧电器电子产
品时要对所收购物品进行登记。登记信息
应包括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品名、商标、型
号、出售人原始购买凭证或者出售人身份
信息等。

《办法》要求，经营者应当建立旧电器
电子产品档案资料。档案资料应当包括产
品的收购登记信息、质量性能状况、主要部
件的维修及翻新情况和后配件的商标、生
产者信息等。

对此，周巧红认为，《办法》中的这些规
定，将有效遏制过去“游击队”式的粗放型
回收、销售旧家电行为，既可以避免通过非
法渠道获取的旧家电流入市场，同时能使
消费者通过产品档案资料，清晰了解旧电

器产品的品质，从而做到明白消费。
对于消费者关注的旧电器售后维修问

题，《办法》规定，经营者应当向购买者出具
销售凭证或发票，并提供不少于3个月的免
费包修服务，交易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旧电器电子产品仍在三包有效期内的，经
营者应依法履行三包责任。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说，消
费者既然购买了产品，就应该享受应有的
售后服务，《办法》不仅对商家销售旧电器
的售后责任进行明确，同时也为消费者日
后维权提供了法规依据。

市场门槛将随之提高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旧电器交易行业
的市场准入门槛将因《办法》的出台而提
高。

一直以来，我市旧电器交易市场一直
以散户为主，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办法》
正式施行后，过去那些靠销售功能不健全、
质量不高的旧电器蒙骗消费者的商家，将
逐步被市场淘汰。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办法》施行后，旧
电器交易行业肯定会经过一段“阵痛”期。
因为“必须提供不少于 3 个月免费包修服
务”的规定，这对业内大部分商家是个严峻
考验。旧电器销售利润并不高，增加售后
服务成本后，可能会导致市场总体价格上
涨。不过，旧电器的剩余价值相对较低，高
价位肯定会打击消费者的购买积极性。待
商家逐渐适应新的市场经营规则后，旧电
器市场价格会很快回落至合理水平。

本报记者 王蕾 实习生 李敏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将于下月起施行

卖旧电器至少包修仨月
近日，《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

管理办法》由商务部发布，并将于
5 月1 日起正式施行。业内人士
认为，《办法》的施行将有利于旧
电器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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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混淆了“保修”和“包修”的概
念，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规定，“包修”是指在三包有效期
内，除因消费者使用或保管不当等因素
致使商品不能正常使用外，在维修时消
费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厂商提供完全
免费的维修服务，通常为1年。

至于“保修”，则有“保证维修”之意，
是在“包修”期外的厂商承诺或法律法规
要求的维修期限。需要注意的是，“保
修”时并不一定免费，商家可以收取零件
的成本费，但不收取维修费。然而，由于
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消费者往往还要
跟“免费保修”的文字游戏做斗争。

(据《广州日报》4月3日C8版)

“包修”免费但“保修”未必

牡丹文化节期间，不少外地人到关林朝
圣，但也有不少本地人到关林专门为吃碗红
薯手工面条。一个小面馆，两位普通的农家
妇女，她们用家的味道赢得回头客。

到小面馆吃饭要排队

昨日，临近中午，走进位于关林附近的红
光手擀面馆，老板娘牛云霞和好姐妹王会芳
正忙活着。

案板前，牛云霞弓着腰、扎起马步，用擀
面杖先把白面和红薯面揉成的面团擀成面
饼，然后拿擀面杖卷着面饼前推后拉……直
到面饼变成面皮，厚薄合适。她在擀好的面
皮上均匀撒一些玉米面后，将它一上一下叠
起，刀起刀落，切成面条，抄起轻轻一抖，放入
笼屉备用。

一旁的王会芳则焯好豆芽，洗好菠菜，拿
起海碗倒入芝麻酱、碎花生调匀，然后拿起蒜
臼捣起蒜泥来……

11 时 30 分，第一拨顾客来到店中。滚
烫热水放入面条，快煮熟时，放入菠菜，待面
和菜煮熟后捞起过水，放入蒜汁、芝麻酱等调
料，一碗清香扑鼻的面端上饭桌。

“来碗红薯面！”一会儿工夫，店内五张桌
子坐满了顾客，外面仍不时有人进来。有顾
客驱车前来，在门口排队等候；也有人为赶时
间，要上一碗面蹲在门口大快朵颐……

一碗面“品”出家的味道

今年四十出头的牛云霞是龙门园区张沟
人，现居关林附近。两年前，她接下家门口的
十几平方米的面馆，叫上邻居王会芳，一起张

罗起她们的小生意。
“之前没有做过这活儿，真是眼前一抹

黑。”牛云霞说，擀面条是做姑娘时就会的手
艺。但众口难调，怎样靠一碗面赢得回头客，
成为她们面对的最大问题。

原来面馆的不少熟客一看店里换了人，
转身就走；也有顾客说，她们的面没有以前那
家做的面好吃。一次，听到一位顾客抱怨面
味道不行，王会芳赶紧停下手里的活请教有
啥差别。那顾客却放下钱说，自己琢磨吧。

“自己琢磨，那我们就好好琢磨呗。”牛云
霞说，如今做手工面的餐馆少，爱吃这面条的
人也多是怀念小时候家里的味道。想到这
些，她们开始按照家里吃面的习惯研究配料，
放上芝麻酱，仍觉得不够味，又将炒熟的花生
米研碎，再加入其他调料，反复试验，请家人
和亲友品尝、提意见。

“我们增加了鸡蛋卤、甜面叶，还调了凉
菜、熬了皮冻。”王会芳说，后来，那位让她们

“自己琢磨”面味道的顾客，也隔三岔五来吃
面。

贴心服务迎来回头客

从刚开始每天只卖出十几碗面，到如今
顾客盈门，牛云霞说，除了保持红薯面条的手
工做法和味道外，她们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
服务办法：面一次只能下三四碗，这样面不容
易黏糊；为了避免顾客久等，顾客坐上桌，先
端上一碗香甜的红薯面汤。不同顾客口味不
同，遇见老年人，她们会将面煮得软一点；遇
见干体力活的师傅，面筋道一些；遇见小姑
娘，多放芝麻酱和蔬菜。

“关键是俺这搭档好，缺了她还真不行。”
牛云霞说，自己不善言辞，出力擀面在行，但
和顾客打交道全靠王会芳，她们一个主内一
个主外，相互配合，这小店才运转起来。

牛云霞说，看着生意越来越好，不少人给
她提议买台机器，省时省力。她坚决不干，虽
然擀一上午很费时，但大家就是来吃手工的
味道。她说：“用给家人做饭的方式对待每碗
面，才能留住顾客。”

本报见习记者 武怡晗 文/图

两位普通农家妇女，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店铺——

小面馆“擀”出创富路

老板娘牛云霞（左）和她的好姐妹王会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