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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百货类、家用电子电器类
仍是投诉热门

根据市工商局发布的公告，去年的消费者投诉主
要集中在商品消费类投诉和服务消费类投诉两方面

商品消费类投诉共9305起
占投诉总量的 63.7% 服务消费类投诉量共5312起

占投诉总量的 3636..33%%
投诉前三位分别是

日用百货类投诉 起2359

●产品质量●商家服务态度●售后服务
主要问题

家用电子电器类投诉 起2134

●产品质量不合格
●商家对产品功能夸大宣传
●产品送货安装不及时

投
诉
问
题>
交通工具类投诉 起1532

●商家不能及时提供汽车合格证
●售后更换配件时以旧充新
●修理方以无配件技术达不
到为由将维修责任推给生产
厂家

投
诉
问
题>

投诉前三位分别是

修理维护服务类投诉 起1979

●售后和商家互相推诿三包义务
●售后更换零配件时以次充好

主要问题

居民服务类投诉 起1629

●预付卡无法正常使用
●服务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
牌致使消费者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
●商家不愿提供消费凭证和消费记录

主要问题

餐饮服务类投诉 起1124

●预订的酒席不能按时提供服务
或需加收服务费
●网上团购餐券无法使用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

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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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灰瓦，古色古香。在孟津县朝阳
镇，有一个始建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
古村落——卫坡村。

近日，记者来到卫坡村探访，在村头
一望，青砖灰瓦的清代老街在古槐树里
掩映，尽显幽静与古朴。高大的门楼、古
朴的匾额、厚重的木门，向每一位来访者
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

“这些古民居是目前豫西地区最大、
种类最全、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
84岁的卫金发说。他是卫坡村古民居的
一部活字典，对村里的历史十分熟悉。

卫坡村因卫氏家族聚居而得名。据
卫坡村《卫氏家谱》记载，清顺治年间，卫
氏先祖卫天禄由济源迁此置业，以农桑
为本，勤奋劳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
清嘉庆年间，卫氏家道殷实、人丁兴旺，
有土地3万余亩，成为中州望族。

“整个清代，卫氏家族出仕者有近百
人，最高是四品五城兵马司。七品以上官员
有26位，还出过4位诰命夫人。”卫金发说，

村里现存的古建筑，均建于清乾隆、嘉庆、
道光年间家族兴盛时期，距今有200多年。

这里现存清代古宅16处，房舍300
多间，被一条长约 180 米的青石板路南
北分开，路南7栋全是七进院，路北9栋
则是五进院。整个建筑布局错落有致、设

计精美，院内建筑多为青砖灰瓦，建筑的
装饰更是多种多样，包括石雕、砖雕、木
雕、彩绘、壁画等。卫坡村先后被评为中
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
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历史
文化名村等。

现存古建筑是卫氏家族鼎盛时期的
见证，但因年久失修和人为损坏，已经残
破不堪，不少院落阴暗、潮湿，村民自己
想修却无能为力，住在这里非常不安全，
对古建筑的保护也不利。如何活化这些
民居资源，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历史文化
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20112011年年，，洛阳魏紫旅游开发有限公洛阳魏紫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与卫坡司与卫坡村委会达成协议村委会达成协议，，制订保护性制订保护性
开发方案开发方案——以卫坡古民居保护性开发以卫坡古民居保护性开发
为中心为中心，，按照按照““修旧如旧修旧如旧””的原则的原则，，在全面在全面
修复现有古民居的基础上修复现有古民居的基础上，，打造集民间打造集民间
文化文物交流文化文物交流、、民俗文化表演民俗文化表演、、休闲农家休闲农家
乐乐、、牡丹种植观赏于一体的参观旅游中牡丹种植观赏于一体的参观旅游中
心心。。目前目前，，卫坡古村落文化旅游项目正在卫坡古村落文化旅游项目正在
加快建设加快建设，，预计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可预计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可
对外开放部分区域对外开放部分区域。。

为了加紧老宅的修复为了加紧老宅的修复，，卫坡村在东卫坡村在东
南部建了整齐洁白的新村南部建了整齐洁白的新村，，安置从老安置从老

宅搬出来的村民宅搬出来的村民。。村里一边是古街村里一边是古街，，一一
边是新居边是新居。。

65 岁的村民卫宏恩说：“虽然还是
有点想念老宅子的时光，可现在要
修 复 这 些 老 宅 ，我 觉 得 是 好
事。希望这些珍贵的东西
能一直保存下去，也希望
以后村里人的日子越
来越好。”

本报记者 戚
帅 华 通 讯 员
郑占波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高峰）日前，“我的家风我的
家”征文活动启动。活动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在市
直机关干部中开展，截稿日期为今年4月25日。

此次征文以“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为主
题，可结合各自家庭的家风、家训及有关家庭传统
美德的感人故事，叙事论理、深入浅出，给人以启
迪和激励。作品题材、体裁、风格不限，每篇2000
字以内，并提供与文稿相符的照片1至2张。

文稿和图片资料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laixuezhai@163.com，并注明“我的家风我的家”
征文字样。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工作单位及职
务、联系电话等。

文稿经初步筛选后，将在洛阳工委微信公众
平台、洛阳空中智库和工委官方微博进行展播。

“看人家邵家那五个儿媳妇，真是好得没得说，选
她们几个当模范，俺们赞成！”近日，在新安县铁门镇土
古洞社区一年一度的妇女节表彰大会上，上台领奖的
一组“好媳妇”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就是邵家五个儿媳，
因争相照顾婆婆，被左邻右舍赞为“五朵金花”。

吃着“大锅饭”一家乐融融

“我把他们都撵走了，各家都有各家的事儿，一个
老婆子惊动全家人来服侍，心里过意不去啊！”近日，记
者在土古洞社区见到73岁的王爱荣时，她正坐在小凳
上修补门前菜地边的小篱笆。

王爱荣说，去年农历腊月二十，老伴去世后，五个
儿媳怕她孤单，商量着接她一起住，但她留恋老屋，又
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就没有答应。儿媳们悄悄商量每
晚轮流来给她“暖脚头”。遇到周末，儿子儿媳带着孙
辈，买好菜回家，小院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随着“回家”人员的增多，原来老两口的小锅已经
不能满足用餐需求，二儿子干脆买来“行军锅”，儿媳
们烧起了大锅饭。为方便沟通，五个儿媳还建立了微
信群。

“也没有刻意说该谁做，谁有空就来，最多的时候
有二十几口人，要摆两张大桌子，孩子们都说大锅饭吃
着香，有气氛！”王爱荣的大儿媳刘雪子快人快语。

好家风就是最好的传家宝

土古洞社区党支部书记郑向东说，邵家在土古洞
社区算得上是个大家族。三儿子邵波子与大嫂刘雪子
都是村官，老二、老三、老五媳妇都是本村人。老五媳妇
嫁到邵家之前，听说邵家兄弟本分实诚，家风好，主动
托媒人上门说亲，“过门”后与哥哥嫂嫂们相处得特别
好，妯娌五个没吵过嘴，没红过脸。

刘雪子说，刚进邵家门时，公婆就教导他们，妯娌之
间不要斤斤计较，要互相包容，善待他人。当了社区妇女
主任后，她更是带头孝顺公婆，给大家树立好榜样。

王爱荣现在住的院子是三儿子邵波子 8 年前盖
的新房，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电磁炉、液化气、热
水器应有尽有，打开储物间，放满了整箱的饮料、牛
奶、鸡蛋等。

王爱荣的邻居说，几年前，几个儿媳妇怕老人夏天
热，兑钱给他们买回一台空调。

“去年，五弟媳妇不吭声给婆婆买了饮水机和洗衣
机，你说让我这个当大嫂的脸往哪儿搁！”刘雪子很自
责自己“动作慢”。

王爱荣说：“人活一辈子，好家风比啥都管用！有这
十个孩子照顾，俺这辈子真是有福人。”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许金安 郭建立

卫坡村：青砖灰瓦绘出新前景

“好家风比啥都管用”

公爹去世后，五个儿媳争相
照顾婆婆传佳话——

“我的家风我的家”征文活动启动

市工商局12315执法网络、市消协发布去年消费投诉情况

市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网络消费投诉增长明显
今天是“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近日，市工商局

12315执法网络和市消协发布2015年消费投诉情况，其中市工商
局受理投诉 14617 起，挽回经济损失 573 万余元；市消协受理投
诉1016起，挽回经济损失110万余元。

大宗消费投诉增加，网购投诉增长明显

“2015年我们受理投诉同比增长
18.1%，消费者的咨询和举报量也有
大幅度增长，这说明了我市消费者维
权意识在不断增强。”市工商局工作人
员表示。据综合统计分析，去年的消
费投诉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大宗消费投诉涉案金额逐年
增加。随着人们购买力增强，大宗消
费在生活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目
前，消费者投诉较为集中的大宗商品
与服务主要包括家用汽车、商品房等
销售服务环节，以及个人养老保险、教
育培训、美容保健等服务业。

二是新型消费电商、微商等新型消

费领域投诉增长明显。网购越来越流
行，但由于缺少相应的监管，侵权现象
屡屡发生。目前商品质量不合格、七天
无理由退货难落实等方面投诉较多，部
分微商的“集赞”等活动难以兑现承诺
也成为去年投诉热门。

三是 节 假 日 消 费 投 诉 相 对 集
中。其投诉相对集中在日常百货方
面，主要针对商场提高原价、虚假打
折、返券促销、内设限制假冒免费抽
奖等行为。

此外，去年针对汽车行业、房屋装
修行业的投诉较集中，中介服务问题
多等也成为2015年的投诉特点。

选择合法商家，避免冲动消费

市工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
费时应该注意：

不管是选择网购还是实体店消费，
在选择商家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经营
主体资质（营业执照）的商家，要确知商
家的基本注册信息，才能放心消费。

在进行商品、服务等消费之前，应
知消费者的权利，充分使用知情权、自
主选择权等，对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
要了解清楚，再明明白白地消费，尽量
避免冲动消费。

商品类消费一定要依法向商家索
要发票、使用说明书、商品合格证、三
包凭证等资料；服务类消费尽可能与

商家签订书面协议，以便售后之需。
商品、服务类消费之后，一旦因

质量问题与商家产生争议，尽量先
与商家进行沟通协商，不可调和时，
可向相关行政部门投诉。网购类投
诉应向网络平台或商家所在地的行
政部门投诉。

此外，在进行大件商品消费时，需
要提前交付定金的，一定要理解“定
金”“订金”“押金”“预付款”等的含义，
依据相关法规的规定，定金一旦交付，
是不能违约的，否则是不能退的。

本报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张亚亚
肖慧 李二帅

卫坡村古民居卫坡村古民居

卫坡村清代老街卫坡村清代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