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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不能自带酒水几成“行规”
律师称如KTV事先告知消费者不能自带酒水属合理
本报记者 徐文君

市民吐槽KTV不让自带酒水

商品价格还特高
“KTV规定不能自带酒水，岂不是必须要在KTV的超市里购

买？可是那里边的食品、酒水价格也太高了！”近日，市民崔先生就
遭遇了这么一件烦心事。

“当时与朋友一起去西城某KTV唱歌，到了之后工作人员告
诉我们不能自带酒水。我们就把酒水放回到车里。”随后，崔先生
就去KTV的超市里选购，可一看价格就吃了一惊，“食品、酒水比
市场价高出很多，有些还不止一倍。”

崔先生说，KTV超市里出售的商品比市场价格高一些可以
理解，“但是也不能高出一倍甚至一倍多吧。况且酒店已经取消了
开瓶费、服务费等，为啥自带的酒水，在KTV里就要交‘开瓶费’、

‘清包费’呢？”

商家称自带酒水

会被收开瓶费和清包费
23日，记者来到东城某KTV，并没有发现“不能自带酒水”的

提示牌。而在KTV的超市内，记者发现，市场价2 . 7元或3元一瓶的
可乐，在KTV内卖6元，市场价1 . 5元一瓶的矿泉水，KTV里卖5

元，市场价为7元左右一袋的薯片卖20元，明显都高于市场价。
一工作人员介绍，虽然KTV没有标示“不能自带食品”，但是

他们都会向消费者说明，如果消费者自带酒水的话，工作人员发
现后会收走，“不能自带酒水和超市商品的价格都是公司规定的，
我们只是执行公司的规定。”

西城一家KTV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超市商品价格有些高，
但不会强迫消费者购买。如果消费者自带了酒水，KTV将会收取
一定金额的“开瓶费”和“清包费”。

“如果顾客都自带酒水了，那KTV还怎么盈利？”一KTV工作
人员介绍，由于KTV是经营性场所，KTV超市和包间费是主要的
利润来源。

记者调查也发现，不允许自带酒水几乎成为东营KTV“行
规”，而且，KTV超市内商品价格，也确实高于市场价。

律师认为是否违规

分有无告知两种情况来判断
东营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关于“KTV不允许自带

酒水”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过，如果商家提前告知消费者
“不允许自带酒水”，那么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选择。

山东龙合律师事务所律师齐志英认为，KTV的做法是否合
法，也要分情况来看。如果KTV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那么根据
相关规定，消费者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有权自主选择
是否购买商品、在何处购买商品、购买何种商品。另外，按照相关
规定，经营者不得强制交易、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存在争议的，KTV“不允许自带酒水”，
或者收取“开瓶费”、“清包费”、将酒水、食品收走等都是不合法
的。

不过，如果KTV事先告知消费者“不允许自带酒水”、“如果
自带酒水被发现会被收走及收取‘开瓶费’、‘清包费’”等内容，消
费者依然选择在KTV消费，那么就视为消费者认可了KTV的规
定，就要尊重双方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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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期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培训班开班

130余家企业现场学习救护知识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吕增霞 解
岩） 近几年来，东营市化工行业发展迅
猛，企业数量、装置规模快速增长，给安全
监管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目前东营市化
工企业693家，危化品企业300余家，24日，东
营市红十字会与市安监局共同举办全市首
期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培训班，全市约130

余家企业参加。
24日上午，培训班开班，会议邀请了

省红十会字会应急救护专家和危化品企业
安全生产专家进行培训。东营市安监局副
局长刘相永在开班仪式说，近期，危化品行
业安全事故频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市红十字会与市安监局共同举办
全市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班，充分体现
了红十字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
红十字会对这次培训班专门组织人员进行
了精心准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近几年来，东营化工行业发展迅猛，企
业数量、装置规模快速增长，给安全监管工
作带来很大的难度。特别是近几年来东营
市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安全生产事故，除了
技术层面的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

于安全意识淡薄，导致安全管理、安全投
入、安全培训等不到位，安全生产的法律意
识、规范意识不够，违规建设、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违犯劳动纪律的现象屡禁不止，造
成严重后果。重视安全生产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必须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8月份，全市共
发生工矿商贸生产安全事故21起、死亡53

人，其中，涉及化工企业的事故11起、死亡
3 6人，分别占工矿商贸事故的 5 2 . 3 8 %、
67 . 92%，双双过半数，反映出全市化工企业
特别是危化企业安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
分析这些事故，也无一例外的存在“盲目蛮
干、违章操作和混乱的管理”。所以说，加强
安全培训，提升安全素质，确保企业恪守法
律法规、员工遵章守纪，应当成为各级政府
和企业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重
要措施之一。

这次培训班，红十字会聘请了高级专
家，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是名副其实的安全专家。同时对于广大学
员进行了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提高危险发
生时自救和施救的能力。

工商抽检装饰材料

部分产品甲醛
释放量不合格

本报1 2月2 4日讯 (记者 徐
文君 ) 近日，东营市工商局对
流通领域销售的木器漆、内墙涂
料、木地板 (细木工板 )等 3类装
饰材料进行了抽查检验，共抽取
了23家销售门店的49批次商品；
经检验，40批次商品所检项目合
格，9批次商品判定为不合格，总
体合格率为81 . 6%。

据了解，此次检测苯、甲苯
+二甲苯+乙苯、可溶性重金属、
甲醛释放量、厚度偏差、垂直度、
边缘直度、翘曲度、波纹度、横向
静曲强度、表面胶合强度、胶合
强度等项目。

其中不合格项目为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VOC)含量、甲醛释
放量、表面耐磨、抗冲击、横向静
曲强度、浸渍剥离性能等项目。
针对检查发现的不合格商品，工
商部门已责令受检经销单位停
止销售，正在依法进行处理，并
向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质量监
督部门通报了相关情况。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
时首先闻一下商品的味道，如果
刺激性气味很严重时应小心购
买，尽量选购一些无气味或气味
较少的商品。其次查看产品外包
装，主要关注：生产商的名称、地
址以及联系方式；有没有产品执
行的国家标准或企业标准。标注
模糊不清或未标注的尽量不买。
最后还要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
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不要购买本
次抽检不合格商品。如果发现经
营者继续销售不合格同类商品，
要及时拨打 1 2 3 1 5进行举报，工
商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查处。

工商抽检电线电缆

20批次产品中
5批次不合格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徐
文君) 近日，东营市工商局对
市区小商铺流通领域销售的电
线电缆类产品进行了抽查检验，
抽取的20批次电线电缆类商品
中，共有15批次产品合格，合格
率为75%。

本次电线电缆类产品质量
抽检依据标准为，GB/T5023 . 3-
2008、GB/T5023 . 5-2008、GB
12706 . 1-2008、JB/T8734 . 3-2012、
GB/T5023 . 2-2008;GB/T5023 . 1-
2008；GB/T2951 . 11-2008;GB/T
2951 . 12-2008;GB/T2951 . 32-2008;
G B / T 2 9 5 1 . 3 1 - 2 0 0 8 ; G B / T
2951 . 14-2008 ;GB/T18380 . 12-
2008。

据了解，本次检测项目包括
结构尺寸检查、绝缘机械性能

、绝缘热延伸试验、绝缘收缩
试验、护套机械性能、护套高温
压力试验—压痕深度变形率、护
套低温试验、护套热冲击试验、
绝缘电阻测量、电压试验、20℃
时导体电阻等。其中不合格项目
为20℃时导体电阻、绝缘机械性
能、绝缘热延伸试验和标志。

对本次抽查检验发现的不合
格商品，工商部门已责令受检经
销单位停止销售，正在依法进行
处理，并向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
质量监督部门通报了相关情况。

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尽量
在正规的商铺中购买较好的品
牌，注意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
识，购买商品时索要发票、凭证
或购买小票，并将这些凭证保管
好，一旦出现问题及时投诉，并
且要留意权威部门发布的商品
质量抽查检验信息，不要购买本
次抽检不合格商品。如果发现经
营者继续销售不合格同类商品，
请拨打12315进行举报，工商机
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查处。

全市首期危化品行业安全生产培训班开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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