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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

市民张女士向本报新闻
热线 85110110 反映：自己
在市区一家蔬果超市买水
果，发现发票的称斤价格高
于货牌价。为什么同一产品
会出现两种价格？商家为何
没有及时发现？消费者遇到
此类情况该如何处理？昨天
下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市
民、门店和专业人士。

同一商品发票价贵
过牌价

张女士家住我市崇川区
宝隆花园。她介绍：“小区门
口有家鲜食超市，开业有一
段时间了，因为离家近买水
果比较方便，就办了一张会
员卡。但最近两次购物却感
觉不太对劲。”

张女士回忆，上周，她在
门店购买了几斤耙耙柑，因
时间仓促没拿购物发票。然
而回家之后，总觉得水果分
量和价格不太匹配。对此，
她解释：“我总觉得那天花的
钱不应该只买到这么几个柑
橘，但由于当时没拿购物小
票，也就无从对证。”

9日晚上，张女士再次
光顾该鲜食超市，同样挑选
了3公斤多的“春见耙耙柑
A级”，并特意和工作人员索
要了购物发票。随后，意外
一幕出现：牌价卡上的会员
价写的是每500克14.8元，
也就是一公斤29.6元；可小
票上的价格却是一公斤
31.6元，比货牌上的贵了2
元，最后一共多收了我大概
7块钱。

张女士立刻向该超市工
作人员反映了情况。现场，
工作人员向她解释：牌价卡
和发票价格不符是电脑系统
问题，总部调价之后，收银机
的付款价格已经调整，但牌
价卡还没跟上，存在时间差，
所以造成发票价格高于货牌
价的情况。同时，工作人员
退还了张女士购买水果的差
价，并承诺更新牌价卡。

店家电子价签更新
存时差

然而，张女士并不能认
同这一说法：“7 块钱是小
事，但门店存在很多让人质

疑的行为。总部调整收银机
价格后，门店为何没有及时
调整牌价卡？而且，从我购
买的情况来看，价格差问题
应该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如
果不是我留心，门店会不会
就不更新牌价卡？”

为求证事件具体情况，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位于濠
东路的该超市门店。记者看
到，超市内“春见耙耙柑A
级”的货牌已更新为手写牌
价卡，价格为每500克15.8
元。现场，店员告诉记者，店
内牌价卡分为纸质价签和电
子价签两种，纸质价签一般
不会变动，而电子价签的商
品多享受会员价优惠，价格
经常发生变动。

了解到张女士反映的情
况后，该店组长黄清燕作出
解释：“当天门店生意较忙，
只有一个人值班，没能注意
到电子价签与实际结算价格
不符的问题。而且，门店系
统由总部操作控制，总部调
整商品价格后，前台收银系
统价格已经变更，但后台控
制电子价签的系统存在时间
差，所以未能及时变价。”

记者也随机走访了市区
其他几家该鲜食连锁超市，
发现“春见耙耙柑A级”电
子价签均没有调整，仍然显
示的是老价格。

消费者购物尽量保
留票据

那么，消费者遇到此类
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一名法律专业人士表
示：消费者在线下购物时，要
保存好相关票据，如果消费
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先与
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能到
位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拨
打12315投诉电话或官方网
站反映情况；此外，也可以向
当地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遇
到的问题。

另一名业内人士指出，
市民在超市购物遭遇因价签
与商品不符导致的“低标高
结”，属于商家欺诈的行为。
据此，消费者可以要求涉事
商家支付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赔
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500元的，则为500元。
本报见习记者沈佳颖 张园

机构跑路 家长忧心忡忡

“‘灰姑娘’舞蹈培训班突
然关门了，不仅孩子没法正常
上课，我们缴纳的万元培训费
也无从讨要，这可怎么办？”多
名市民不久前向南通报业新
闻热线 85110110 反映，位于
我市崇川区中南彩虹漾商业
区的“灰姑娘”舞蹈培训班歇
业，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学费
无法退还。

今年1月17日，市民华先
生反映，他花费3万多元为女
儿报名了中公教育培训班，工
作人员与其合同约定“不过包
退”。然而，令华先生郁闷的
是，在女儿考试未通过的情况
下，中公教育却未能履行合
同。华先生表示，直至目前，中
公教育南通培训部的工作人员
只退还了1万多元，剩余2万
元依然没有着落。

随后，记者多次尝试与中
公教育工作人员联系无果。记
者数次赶到位于崇川区濠南路
的原中公教育南通分校，看到
该机构的几间教室早已大门紧
锁、人去楼空。而最近一次记
者赶到现场探访时，发现已有
另外一家教培机构入驻，原有
店面已易主。

此前稍早，市民潘女士也向
本报新闻热线介绍，她为孩子报
名参加印象城美吉姆早教机构
的“欢动”课，缴纳了万余元的费
用。未料，受疫情影响，美吉姆
印象城店停课后迟迟没有恢复
正常营业。无奈之下，潘女士要
求商家予以退款，却遭拒绝。

而崇川区万科金域广场
“卓跃儿童运动馆”，今年3月
28日还在正常招生，4月2日
也突然停课……

面对一些教培机构“跑路”
现象，市民忧心忡忡，持续引发
社会关注。

搭建平台 上线监管模式

去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的教育培训服务投诉近 7万
件，高居服务类第3位，很多家
长走在维权的漫漫长路上。

为防控风险，近日，教育部

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科技部
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体育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校
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
法》。这是第一部由多个主管
部门专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财
务管理而制定的重要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新规从履
行出资义务和禁止抽逃出资两
方面作出规定，要求机构举办
者根据相关法律和机构章程等
按时、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同
时，强调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
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抽逃出资，不得通过拆
借资金、无偿使用等方式占用、
挪用机构资金、资产。

实际上，在国家新规出台
之前，我市一直在着力治理这
一问题。

“根据《江苏省预付卡管理
办法》要求，市体育局与南通农
商银行合作，在南通城区共同
打造‘安心体育’单用途预付卡
协同监管平台，建立‘先消费、
后付款’的体育消费监管模
式。平台于 2021 年 12月 10
日正式上线，首批52家备案单
位入驻安心体育监管平台。这
期间不断加强监管措施，提高
监管质量，经走访调查撤销12
家，新增 2 家，目前在库 42
家。截至2023年 3月 31日，
监管资金入账2200多万元，已
拨付1170多万元，余额1040
多万元。4家单位正在办理保
函手续，已办结1家保函20万
元。”昨天，南通农商银行公司
部工作人员黄蓉告诉记者，

“‘双减’工作开展以来，南通城
区已办理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审核意见书51家，其中崇川区
41家、开发区10家，风险保证
金入账510万元，包含在预付
卡资金监管账户内的培训费入
账200多万元。”

监管工作 问题依然存在

此前，本报新闻热线曾多
次报道过一些健身机构“跑路”
事件。充值预付卡的消费者深
受其害。

“目前，全国平台处于注册
合规阶段，并未将培训费强制

监管，因此在这个‘真空时间
段’，眼下重点工作将落在加强
体育类教培机构培训费监管方
面，一是教培机构全面开立监
管账户；二是给机构办理收单
业务，实现扫码消费即进资金
监管；三是联合监管部门加强
走访监督检查工作。”黄蓉向本
报记者介绍。

确实，在实际操作中，市体
育局与南通农商银行在联手合
作中发现，一些突出问题还存
在，譬如，这项监管工作开展以
来，个别备案单位不能够积极
配合，预付卡资金不愿进入监
管账户；个别单位没有让消费
者扫描银行收款码将预付卡资
金转入监管账户，而是由单位
财务将资金转账到监管账户，
存在着消费者监管资金、监管
信息漏报现象；体育类校外培
训机构在国家监管平台未启用
前，要求与银行对接，办理银行
收款码，将培训费转入监管账
户，除了既是单用途预付卡备案
单位又是培训机构的之外，到目
前为止只办理了两家。

家长选课 也要擦亮双眼

“一些教培机构跑路背后，
综合因素很多。但有一点不可
忽视，那就是家长也要谨慎选
择。”昨天下午，记者赶到崇川
区教体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
采访时，科长林仁华特别强调，

“部分校外教培机构以充值赠
课、赠送礼品、优惠售课等促销
手段，诱导消费者超时段、超限
额支付培训费用，由此引发的

‘卷钱跑路’‘退费难’等纠纷不
在少数。”

目前，南通市崇川区正实
施一系列举措规避此类风险。

林仁华说：“我们不定期将
教培机构‘白名单’公布在‘崇川
教育’公众号，方便家长在选择
教培机构时有效‘避雷’。同时，
家长也可以致电咨询教体局，我
们会根据白名单告知家长科学
选择教培机构。与此同时，体育
局也已将部分校外教培机构的
学费资金纳入监管平台。”

本报记者周朝晖 顾凌
本报见习记者张园 沈佳颖

同一超市同一商品
发票价贵过货牌价
商家：电子价牌更新时间差所致

多部门联手出重拳严防卷款跑路事件发生

校外培训机构戴上了“紧箍咒”
当下个别教培机构

出现“跑路”事件，引发
社会关注。教育部办公
厅、财政部办公厅、科技
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体育总局办
公厅近日联合印发《校
外培训机构财务管理暂
行办法》。昨天，本报记
者在本市就此情况展开
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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