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是各类制冷电器使用的高峰期，家电维修中的“李鬼”也蠢蠢欲动，导致消费者投诉

量大大增加。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海市消保委对居民信箱家电维修小广告和地图类

APP上的家电维修商家进行了调查，发现家电维修市场虚假报价、虚假维修以及虚构故障等

问题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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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裴龙翔

“先检查再报价后维修，不修不收任何费

用”“60 岁以上老人或残疾人维修费 5 折”“严

格按照物价局标准收费，拒绝乱收费”……近

段时间，上海一些“黑维修”商家通过印制小

广告并塞进居民信箱的方式进行宣传，导致

不少市民受骗。

此外，当前智能手机已经成为重要的消

费入口，很多消费者会通过地图类 APP 查找

预约维修服务等。一些不良商家也积极拓展

“线上业务”，地图类 APP 成为“黑维修”乱象

的集中地。

居民信箱里的小广告可信度低

“居民信箱里的小广告非常不靠谱，上面

写没有上门费。我打电话约了一个师傅上门

维修空调，说检查费 30元，检查费和上门费有

什么区别？小广告上面还写不修不要钱，最

后没修但收了我 60 元高空费，上门费和高空

费又如何解释呢？”上海市民陆先生分享了自

己的经历，他表示当时上门的工作人员不仅

涉嫌乱收费，还在只有一个人的情况下爬出

窗外查看了空调外机。

陆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近期，上海市

消保委开展了对居民信箱家电维修小广告

的暗访监督活动，发现这些信箱小广告的可

信度低，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小病大修、高

额收费，而且出现问题后消费者往往找不到

经营者。

为核实这些广告的真实性，工作人员依

据广告上所标注的地址，安排了专人进行实

地走访。在全市 16 个区的居民小区内，共收

集了 257张维修类信箱小广告，这些广告大多

标注着“社区维修服务中心”或“街道社区维

修服务中心”等字样，每张小广告上都列出了

4～8个不同的地址。

经过实地走访 1003 个地址后，工作人员

发 现 其 中 有 988 个 地 址 是 假 的 ，占 比 高 达

98%。其中，714 个地址的门牌号根本不存

在，274 个地址并非家电维修店铺。另外 15
个地址虽然是家电维修的店铺，但也只是普

通的小店，并非广告中所宣传的“社区街道维

修服务中心”。

据上海市消保委工作人员分析，这些“黑

维修”通常通过印制小广告并塞进居民信箱

的方式进行宣传，他们往往打着“某某区社区

服务中心”或“某某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的名

号。由于老年人对政府提供的社区服务有较

高的信任度，因此很容易上当受骗。

“黑维修”涌入地图APP

8 月 14 日至 22 日期间，上海市消保委以

“空调维修”为关键词，在多款地图 APP 上搜

索并选取平台认可或推荐的第三方家电维修

商户进行测试。测试采用隐蔽拍摄和录音的

方式，在租赁住宅中全方位、多角度地记录了

维修人员的服务全过程。测试场景设置为空

调遥控器故障。

暗访结果显示，通过某地图 APP找到的 3
家维修商均存在虚假报价、虚假维修以及虚

构故障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具体

来说，第一家维修人员谎称主板损坏、缺少制

冷剂，通过捣鼓内机、虚假加液的方式进行维

修，收取了 680元。然而，经专家事后鉴定，所

谓的加液反而放掉了部分空调制冷剂。第二

家维修人员同样谎称主板损坏，收费 547 元。

第三家维修人员则谎称空调传感器损坏并更

换了传感器，实际上是剪断了传感器连线并

用包布重新包扎，收费 400元。

通过另一款地图 APP找到的两家维修商

中，有一家也存在虚假报价、虚假维修以及虚

构故障等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该维

修人员谎称空调缺液，随后在支开暗访人员

后声称添加了氟利昂，收费 600元。

除了虚假维修和高价收费外，上海市消

保委还发现地图 APP标注的家电维修商户地

址存在大量不实情况。工作人员在两款地图

APP 上分别查阅核实了超 150 条家电维修信

息，涉嫌虚假的信息占比均高达 40%左右。

如何“避坑”假维修高收费？

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市消保委表示，地

图 APP 通过向消费者推荐不诚信商家和提

供虚假家电维修信息获取收益，是极其错误

的行为。

8 月 27 日，上海市消保委对两家知名地

图导航软件企业进行了约谈。约谈聚焦于这

两家平台在家电维修信息和服务中存在的高

价收费、虚假维修以及商户信息不实等问

题。在约谈中，上海市消保委要求企业立即

采取有效整改措施，一是对平台上的家电维

修商户进行严格审核和清理，确保商户信息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就其错误行为向消

费者进行道歉并赔偿。

针对居民信箱“黑维修”小广告的问题，上

海市消保委搜集了主要家电品牌的特约维修

电话，制作了“消保委帮您忙——家电维修信

息表”。消费者可以通过上海市消保委的官方

微信号和官网进行查询。为了更广泛地提醒

消费者注意这一问题，上海市消保委正在通过

全市 8000 余个居委会消费维权联络点，将暗

访短视频和“消保委帮您找——家电维修信息

表”微信内容传播至十几万个业主群。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

家电维修服务时，要谨慎选择维修商户，注意

核实商户的资质和信誉情况，避免遭遇虚假

维修和高价收费等陷阱。

虚假报价、虚假维修、虚构故障，并收取高额费用

家电维修行业的这些“坑”你踩过吗？

9月1日，在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特色产
业孵化园，亚德细褐羊毛织品农民专业合作
社工作人员在车间里准备剪裁布匹。

亚德细褐纺织手工艺是藏区传承千年
的民族手工技艺，展示了高原民族手工艺文
化的精华。如今，这一指尖上的高原纺织技
艺在西藏日喀则市仁布县康雄乡通过农牧

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与传承。

据介绍，这个乡的亚德细褐羊毛织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带动周边乡镇群众
参与，2023 年产值达 2000 万元，实现农民
致富增收。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千年技艺
得到保护与传承

本报讯 （记者康劲）在近日甘肃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兰州市政府发布《兰

州牛肉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2024-2026
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兰州市政

府和市商务、文旅、市场监管、人社、科技、工

信、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详细解读，

细说让“一碗面”成为千亿产业的“施工图”。

兰州市的目标是：到 2026年底，力争牛肉

拉面预包装企业累计达到 50 家以上，规上企

业（限上）累计达到 10 家以上，营业收入达

100 亿元以上，带动全产业链销售收入 400 亿

元以上；实体门店累计达到 1 万家以上，其中

海外 1000 家以上，省内外 9000 家以上，营业

总收入 600亿元以上。

据介绍，在三年行动《方案》外，兰州市

还出台了“9+1”支持政策体系，即：9 个分项

方案和 1 个园区激励方案。兰州市将围绕增

强优质原料保障能力、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建

设、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挖掘文化特色

推动商文旅融合、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品牌效

应、深化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大人力

资源保障力度等 7 个方面展开 27 项重点工

作。同时，商务、农业农村、工信、文旅等多

部门将围绕拓展市场、培育壮大龙头骨干企

业、科技创新、标准化品牌化、文化赋能、用

地保障、税收支持、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展

开一系列重点工作。兰州市还出台《关于支

持树屏食品产业园区发展的激励措施》，围

绕设立总部经济奖励、要素保障及基础建

设、贴息贷款支持、新落户企业奖励等 8 个方

面给予奖补支持，全方位提升兰州牛肉拉面

产业核心竞争力。

到 2026年底，带动全产业链
收入 400亿元以上

兰州勾勒牛肉拉面产业蓝图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AI自动制版、软件智能搭配、生物纤维应

用于服装制造……在近日于上海举行的 2024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上，集合创

新成果、流行趋势的新产品、新应用让人眼前

一亮。

商业品牌、制造品牌、区域品牌的展商达

800 多家，超过 20 个产业集群/市场组团参

展，2024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秋季）不

仅成为促进供需对接、技术交流和贸易发展

的重要平台，也传递出服装业发展新态势。

“链”上有新意：智能技术全方位融入

扫描设计师图稿、调整参数，系统就可自

动制版，将“平面图纸”转为“立体制造”——在

AI 服装设计软件“画衣衣”展台，设计手稿与

制造图纸“无缝”衔接的体验，引发了许多服

装设计师、制造商的兴趣。

制版是服装制造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不

仅是简单的尺寸转换，更要平衡外观美观和

穿着舒适，综合考虑人体工学、面料等多个方

面。“画衣衣”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尝

试用人工智能赋能制版环节，通过大数据和

算法，将在线设计转化为实际样衣，简化了设

计研发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

自动制版、智慧搭配、数字化营销……在

展会上走一圈，“智能”气息扑面而来。

一些服装生产商推出共享工厂等新业

态，有的展商通过数字化产品、服务和工业互

联网赋能业务模式变革；云采购、云仓储、云调

度……有关数字化智能化的应用不断拓展。

销售端加速线上线下融合，更加体现智能

特征。展会上，展商加大对直播电商的布局，

自助式服装店、无人服装店的实践应运而生。

杭州茶芙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卓连成

说，通过融合“网红店+仓储式服装店+自媒

体”的创新模式，品牌实现流量的快速增长。

“绿”字拓空间：积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玉米与服装，二者听上去似乎并不相关，

却在绿色转型的大潮下“走”到一起：将玉米

进行纤维提取、生产、应用，纺成纱线制作衣

服，不仅具备可降解功能，也更加抑菌、亲肤。

展会上，玉米纤维面料走入大众视野，代

表着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服装

同样成为亮点，传递绿色时尚风向标。

在可持续创新专区，一排排用回收面料

做成的系列潮服引人关注。这些“衣再造”

“吊旗再生包”系列是将废旧衣服、展会吊旗

回收利用再创作的产品，以实物展示服装业

绿色转型新理念、新技术。

户外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带火了功能

性面料与服装。

国内羊绒大衣制造企业昆山昭奈华裕服

装有限公司在展会上推出户外运动型双面手

工大衣系列，通过科技创新增强了面料的防

水、耐磨和保暖性能，拓宽了使用场景。“我们

将在新技术、新模式上持续探索，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新动能。”企业总经理陆大荣说。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鼓励开

发应用节能降耗关键技术和绿色低碳产品。

中国服装协会将推进可持续时尚的践行，推

动构建负责任的产业生态体系、绿色供应链

体系。

共筑生态圈：不断增强产业韧性

浙江三门冲锋衣集群、广州新塘牛仔服

装市场、内蒙古呼和浩特羊绒区域品牌……

产业集群、商贸市场、区域品牌“抱团”参展成

为展会的一个特色。

集群有“制造力”，市场有“风向标”。中

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产业

集群联合参展，将上下游新动向有机传导，将

进一步增强整个链条协同创新、协同发展的

效率。

形成生态圈合力，挖掘市场潜力。搭建

平台，将面料创新与服装设计紧密结合；集中

发布流行趋势，共享资讯资源；邀请国内外买

手，开展有针对性的商贸对接……展会推动

供需对接的一系列举措，是业界努力开拓市

场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华艺帽业、杭丝悦等国内

配饰鞋包领域的品牌、供应商参展。从服装

延伸到配饰、面料辅料，展会整合资源，推动

各环节企业围绕美好生活需要拓展新需求、

捕捉新商机。

“我们将以产业优势、区域优势打通品牌

供应链，创造价值共赢链，从文化、产品、市场

多角度联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纺

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说。

（新华社上海 9月 2日电）

智慧衣橱、环保时装……

从展会看服装业向“新”力

9月2日，一名来自北京的游客将行李存入杭州地铁
5号线城站站的自助寄存柜内。

日前，杭州地铁在 5号线城站站等 4座车站试点推
行“轻松游”行李自助寄存服务，乘客可通过微信、支
付宝扫码等方式在车站设置的行李寄存柜自助存取
行李。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杭州地铁试点行李自助寄存服务

本报讯 （记者北梦原）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

年前 7 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

吐量、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均保持增长。

货运方面，1 月～7 月，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317.9 亿吨，同

比增长 3.7%。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 233.5 亿吨，同比增长

3.6%；完成水路货运量 54.9 亿吨，同比增长 5.4%。同期，全国

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00.0亿吨，同比增长 4%，其中，内、外贸

吞吐量分别增长 2.1%和 8.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9亿标箱，

同比增长 8.3%。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方面，1 月～7 月，完成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 379.9亿人次，同比增长 6.6%。其中，完成公路人员流动

量 34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8%；完成水路客运量 1.5 亿人次，

同比增长 2.1%。同期，完成城市客运量 618.8亿人次，同比增

长 9.2%。

前7月交通运输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7 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56.65，企业信用水平继续保持

整体平稳态势。

数据显示，7 月，企业信用水平基本稳定，信用监管效能

提升。合规性分指标降幅收窄，监管性分指标继续呈现积极

变化，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数量持续增多，12315 投诉举报

量减少，但信用风险低企业占比有所回落，新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企业数量增多，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监管活跃度上升，企业

诚信经营情况总体保持平稳状态。

同时，企业经营状态总体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可靠性分

指标、经营性分指标、财务性分指标、合规性分指标、关联性分

指标总体平稳、小幅震荡。企业内生动力进一步积蓄，创新发

展意识增强，企业在知识产权、认证事项等关乎创新发展的方

面延续回升趋势，企业聚焦主业，提高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的意识增强。

7月企业信用指数保持平稳

本报讯 （记者李国）9 月 1 日，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调整优化房地产交易政策，中心城区取消新购住房限售，

居民已出租的住房可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支持住房“以

旧换新”并给予补贴。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根据重庆《关于调整

优化房地产交易政策的通知》，居民家庭在申请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只需核查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在

区县的住房情况。若家庭成员在拟购住房所在区县无住房，

将被认定为首套房。居民将重庆市内自有存量住房盘活用作

租赁住房，且取得租赁合同备案证明的，在重庆市购买住房时

已出租的住房可不纳入家庭住房套数计算。

该通知规定，对 2023 年 9 月 1 日以来出售重庆市内自有

住房，并于 2024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在中心城区购买新建

商品住房（以网签备案时间为准）且完成契税缴纳的，由中心

城区各区政府（管委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给予每套新购住

房不低于总房款 0.5%的补贴。

重庆取消中心城区新购住房限售政策
支持住房“以旧换新”并给予补贴

本报讯 （记者蒋菡）日前，记者走进位于江苏省常州市

天宁区的历史文化街区青果巷，这里正在举行“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活力市集，一派热闹景象。

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常州烙画”的摊位前，两

个小朋友正手捧木板，专注地勾画着。这家店铺主要销售传

统技艺产品烙画，老板是“常州烙画”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张国良。

“我们被列为‘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获得了政府部门的

很多帮扶。”张国良介绍，他退休后申领了烙画工作室营业执

照，依靠持证营业，不仅让传统烙画“活”了起来，同时还带动

了就业、拓展了增收渠道。

9月是“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今年的主题是“分类帮

扶、激发活力、服务发展”。张国良的经历正是这一主题落地

落实的生动写照。

常州市天宁区是江苏省首批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

扶工作试点。据天宁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芦雅介绍，该区试

点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工作，突出“科学分”，全面掌

握“三型四类”底数；突出“精准帮”，实现帮扶政策直达快享；

突出“合力推”，激发千万个体发展潜能。

常州市天宁区开展个体工商户帮扶试点工作

分型分类帮扶激发个体工商户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