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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庄严) 年关购置年货，部分市民想通过电

视购物，东营市12315工作人员提醒，曾有市民
投诉电视购物收货后发现质量问题，想退却
联系不到商家的情况，电视购物需谨慎。

日前，王女士发现某电视购物频道正在
售卖一款浇花用的水管，便打电话订购了该
款水管，但收到货付完钱后却发现商品跟商
家宣传的并不一致，且跟自家水龙头无法匹
配，王女士便联系准备退货，商家当时同意王
女士的要求，但一个月后仍未处理。无奈之
下，王女士只好向12315进行投诉。

市民陈女士也有类似遭遇。据东营市
12315工作人员介绍，近日，陈女士看电视时发
现一商家正在售卖一款治疗青春痘的产品，
并称产品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正有所需的她
便打电话购买了一份，但收货后使用了一段
时间，却没有任何有效果。陈女士认为商家存
在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有欺骗消费者
的行为，遂向该电视购物频道打电话申请退
货，但是却迟迟没有等到工作人员的回复，故
陈女士只得向12315进行投诉。

东营市12315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电视
购物时要理性消费，提前咨询专业人士或通
过电视、网络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切勿图便
宜，以免上当受骗。

在购物过程中一定要确认是哪家电视台
播出，核实经营者的销售电话、办公地址等信
息，有条件的情况下保留广告内容，并留好小
票、发票等购物凭证，以便日后产生消费纠纷
时可以通过证据维权。

在收到货物时查看商品有无基本的产品
合格证、保修卡等。如果发现商品与广告宣传
不一致时，应第一时间和商家进行交涉。发现
有破损、瑕疵，应该当场拒收，并留好证据，可
要求快递部门作证。当商家对于消费者合理
合法的要求不易处理时，应及时向被诉方所
在地的12315进行投诉。

电视购物有风险

问题商品难维权

商家搞活动送赠品

消费者却领出烦恼
劳动者领

取工资是否需
要在工资表上
签 字 ？何 时 签
字？支付工资时
用人单位又该
注意什么？签了
名意味着啥？近
期，东营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
就接到两起与
签名有关的工
资纠纷。邻近春
节，劳资纠纷增
多，市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在此
提醒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都要
提高维权意识。

案例1：
糊涂员工，没拿到钱先签字
竟被公司忽悠了

劳动者胡某从某建筑公司离职后，公司迟迟
未结清工资，在多次讨要未果后，向东营市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进行投诉，要求单位支付拖欠的工
资7700元。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受理该案后立即安
排监察员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建筑公司提
交了有胡某签名的工资发放表，并称胡某已在上
面签字，不存在拖欠工资问题。

对此，胡某称签名确系他本人签的，但工资
并未领到手。当时，公司财务人员张某要求他先
签名然后再通过银行转账形式为他发放工资，所
以他在工资发放表上签了字。

至此，监察员并未放弃，要求单位提供向劳
动者发放工资的其它证据，并要求财务人员张某
出面接受询问。

最终，建筑公司向胡某补发了工资。

案例2：
糊涂老板，给了钱却没留签字
竟然被员工告了

劳动者张某从某服装店离职后，来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投诉，称公司老板孔某未结清工资
4300元，要求公司依法补发工资。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受理该案，通知老板孔
某来支队接受调查。没想到，来到支队的孔某一
边哭一边向监察员诉说委屈，称这4300元已向张
某支付。

当监察员询问孔某是否有相关证据证明已
向张某支付了工资时，孔某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也提供不了任何证人，称是在店里以现金形式向

张某支付的，而当时无任何其他人在场。
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 489

号)第六条规定，孔某的行为属于法律意识不足，
未能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公司管理
制度。后经监察员说服教育，孔某向张某支付了
工资。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提醒，根据我国《工资
支付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必
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
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

维权提醒：
保留哪些证据便于维权
工资条、社保缴费记录、考勤记录等

临近春节，劳资纠纷数量上升。面对纠纷，劳
动者需要保留哪些证据呢？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做出如下提醒。

工资卡、工资存折、工资条或其他工资发放
记录(最好有单位盖章)、职工花名册等。如无法
搜集到上述证据原件，可采取复印或拍照方式
搜集。

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如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
缴纳了社会保险，劳动者可以到劳动行政部门打
印自己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
上岗证、胸卡、门禁卡、出入证、暂住证、健康证、
资质证等能够证明劳动者职务职位的证件(最好
上面有单位盖章)。

劳动者入职时填写的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

表等招用记录，可采取复印或拍照方式保留。
考勤记录(复印或拍照，指纹考勤的向相关

部门提供证据线索)，用人单位下发或出具的带
有劳动者姓名的文件、通知、介绍信、委托书、荣
誉证书(最好上面有单位盖章)。

劳动者代表用人单位与其他单位或个人签
署的文件或协议。

公司或其管理人员与劳动者间互发的信息、
电子邮件等。

公司其他员工出具的证人证言，但需要证人
出面作证。

此外，即便是不能直接获取的证据，也要尽
量提供证据线索，如单位对员工进行指纹考勤，
考勤由谁统计，或由谁进行点名考勤，考勤表存
放在谁那里等等。

春运在即，东营火车站开展反恐防暴演练

持刀“歹徒”砍人被民警制服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牛朋
房诗锐) 针对铁路春运即将展开的实际，为

有效做好东营火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安保防控
工作，提高民警暴力袭击群众、砍杀乘客等突发
事件的应对处置能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

月21日上午，东营特警支队、东营南站派出所在
东营火车站联合开展防暴演练。

演练模拟场景为大量乘客正在候车厅入站
口处检票，有两名歹徒手持砍刀冲入人群砍人。1

月21日上午9时37分，在东营南站候车室有两名持
刀男子开始追砍旅客，值班民警迅速发现险情，
立刻用对讲机向派出所值班民警报告情况，同时

配备好防暴盾牌和长警棍与现场歹徒展开周旋，
东营南站职工及时有效疏散旅客。

事件发生后，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刻上报所领
导并联系东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东营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立刻派出反恐特勤支队、六户镇派出所
前往处置。现场，一名持刀歹徒经警告、控制无
效，按规定程序由特警队员予以击毙。另一名歹
徒，两名民警用防暴盾牌、抓捕器制服、用手铐
控制，并交由随后赶到的六户派出所反恐小组
处置。

随后，民警进行了现场保护和后期处置工
作，圆满完成了此次反恐演练。

反恐防
爆演练现场。
(图片由通讯
员提供)

因签名问题引发工资纠纷屡见不鲜

稀里糊涂签了字，工资却没发
本报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罗丹

本报1月21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吕萍) 商家搞活动，承诺送赠品，但是却迟

迟不预兑现。记者从东营区12315了解到，春节
临近，搞活动的商家越来越多，不少市民在赠
品方面遇到烦恼，工作人员提醒，参加送赠品
活动时要谨慎。

2015年陈女士在某汽车4s店预订了一辆
汽车，当时商家承诺只要购车就赠送自行车，
并且预订签订协议上也写有这一条。但是当陈
女士购买了汽车之后，商家却没有兑换承诺。
陈女士便向12315进行投诉，经过工商部门协
调，商家承诺赠送与自行车同等价格的车用机
油一桶，并将处理结果告知陈女士，消费者表
示满意。

市民李女士在购房时，商家承诺赠送加油
卡，但是当李女士购房后，商家却用起了“拖字
诀”，迟迟不兑现承诺，李女士认为商家在欺骗
消费者，便向12315进行投诉。

2015年10月份，王先生花费12万元在西城
某4s店购买了一辆汽车，商家承诺赠送一套真
皮座椅，并写进了合同里。但是当消费者看到
车后却发现座椅是高革的。王先生便向12315

投诉，工商部门介入，但是需要有关单位鉴定
座椅的材质，还需要等鉴定结果出来才能予以
处理。王先生表示理解。

东营区12315工作人员提醒消费者，参加
购物有赠品活动是要理性谨慎，尽量不要为赠
品心动。如果确实要购买，遇到当时无赠品的
情况时，一定要以文字形式注明赠品的款式、
数量、赠送时间等确切信息。

购物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赠品收到后要
仔细核对商品的说明书，检查是否与商家承诺
的一致，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以免“货不对板”
的情况发生。同时，购买商品一定要索取发票，
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商家对于消费
者合理合法的要求不予理会时，要及时向
12315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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