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陈水根家中看到，阳台上一
面大块玻璃呈碎裂状，虽然整体看似牢
固，没有玻璃碎渣掉落，但陈水根仍忧
心忡忡：“万一玻璃掉下去怎么办？我
们立刻就向物业报备，提醒小区居民注
意安全。”

5月27日凌晨这块玻璃突然自
爆，当天早上，陈水根就联系了当时的
玻璃定制装修公司。他说，该公司工作
人员当天上门查看后表示可以更换玻
璃，但要求他支付3700元的购买和安
装费用。陈水根对此不予认可，他拿出

与该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上明确写明
质量保障期为五年。这份合同签署于
2020年11月1日，目前仍在质保期内。

陈水根告诉记者，多次沟通后，对
方只愿赔付1000元，始终回避五年质
保期的问题。

记者致电该门窗公司相关负责
人，手机已关机，记者在抖音平台搜索
到这家门店，拨通电话询问门窗质保
期，电话那头的负责人直接表示，除了
玻璃自爆，其他的质保期都在15年。
对于陈水根家玻璃自爆问题，他回应：
国家法律颁布的“三包”政策，关于钢化

玻璃的条款写得非常清楚，玻璃自爆的
原因有多种，质保可以不包含。记者
查询发现，玻璃制品因易碎性及责任
划分复杂，通常不适用“三包”。因此，
消费者不能直接依据“三包”政策要求
商家对玻璃自爆承担质保责任。

对此，记者又咨询了无锡多家门
窗公司，质保期均在2年到5年，也有门
窗公司承诺可以10年质保。因安全隐
患的关系，陈水根想快速更换玻璃窗，
故联系了另一家名为维盾门窗的公司，
这家公司与陈水根签订了免费质保十
年的合同，并写明包括玻璃自爆，并单
独附上了玻璃自爆责任约定条款，合同
写明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燃自爆，均可
以免费更换。

浏览社交平台，如今很多装修公司
都会发布相关视频，以此来宣传自家公
司，“10年质保”“终身保修”等承诺早已
成为装修公司吸引客户的常规话术。

江阴某知名装修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终身质保”不一定靠谱。
如果装修公司倒闭或者注销了，客户
想找人都难。尤其是玻璃自爆，往往
难以确认是哪一个环节导致的，如玻
璃本身质量问题、安装过程中是否合
规等。对此，有业内人士表示，可以联
系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以明确责任方。江苏蠡湖律师事务所
周航则表示，如果销售商在广告中作
出承诺，例如消费者购买装修公司的装
修服务可以享受五年的免费质保，该广
告内容是可以构成消费者与广告发布
方的合同内容的。市住建部门相关人
士提醒，目前此类问题处理以合同约定
为主，如有矛盾建议司法解决。

（璎珞 实习记者 纪元园）

消费者：生鲜不“鲜”价廉“物不美”

问题：冷链“断链”自提点隐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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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质保期内拒绝质保

据相关媒体报道，2025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
规模将达到3.5万亿元。可见，社区团购仍然是一
座值得深挖的“金矿”。那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有业内专家表示，在选品采购方面，平台应
该从开端把控产品品质，建立完整的生鲜产业
链，掌握优质的产品资源。在仓配物流方面，可
采用智能监控系统，提升冷链物流配送效率，更
好地把控生鲜产品质量，强化网格仓质量管理、
售后服务和冻品冷藏。同时，提货点未来必定向
标准化程度高、可快速复制的提货模式发展，如
设置终端自提冷柜等来提高服务质效。

对于自提点暗藏的食品安全问题，新吴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赵晓荣建议，应制定监
管社区团购生鲜食品安全的标准或规范性文件，
严格平台责任落实，建立完善社区团购平台自提
点准入审核机制。对家庭式自提点设置最低贮
存标准，如配备独立冷藏设备、分区存放标识、清
洁消毒记录等。推动自提点公示营业执照、健康
证等信息，鼓励消费者扫码查询资质。对违规混
放生熟食品、未佩戴防护用品的自提点，纳入平
台信用评价体系并实施淘汰机制。

“建议生鲜食品在出仓时标注生产日期、批
次号、平台及自提点信息，确保全程可追溯。对
问题食品快速锁定责任主体，降低消费者维权难
度。”赵晓荣表示，日常要注重网格化监管联动，
相关方形成监管合力，避免社区团购终端出现的
食品安全问题。 （晚报记者 王佳/文、摄）

冷链“断链”生鲜不“鲜”

社区团购自提点隐患多隐患多
近年来，消费模式日益多元化，“网上下单，就近取货”

的社区团购消费新模式以其便利性迅速融入百姓生活，但
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也逐步凸显，尤其是自提点
冷藏冷冻食品贮存环节暗藏食品安全风险。

社区团购食品从生产、配送
到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多个环
节。跟生鲜电商的即时配送相
比，社区团购都是次日自提，将
商品批量运输到自提点，消费者
再到自提点取货，这样可以节省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成本。此
间，自提点成为社区团购中最难
控制的环节。

近日，新吴区检察院检察官
在办案中发现，辖区内有些社区
团购生鲜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接到线索后，检察院立即开展专
项行动，前往辖区内多个社区团
购自提点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取
证，经查部分自提点涉嫌虚假宣

传具备冷藏的条件。“平台商家
称自提点有冷藏冷冻设备设施，
然而很多自提点并不具备这样
的条件，很多团购生鲜食品直接
暴露于常温环境或者放置在地
上。”相关检察官说。

部分自提点卫生条件较差
也是引发团购食品安全问题的
另外一个因素。检察官发现自
提点数量多、布局密、分布散，涵
盖各类超市及小区住户等，如干
洗店、电动车销售门店、理发店
等地，其中食品贮存标准落实不
严、贮存环境不规范、自提点个
人卫生差等问题较为明显。还
有些生鲜食品提取时缺乏外包
装保护，且外观没有标注购买单

号、购买人信息等标签。
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以上发

现的问题不仅侵犯了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针对发现的问题，该院
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团队依法向
相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有效
措施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62岁的石春梅是一名家庭
主妇，因为社区团购经常推出减
免活动，在邻居的推荐下，她加入
了社区团购的“大军”。石春梅觉
得这一采购方式很方便，但是她
渐渐发现，有时团购来的瓜果蔬
菜并不新鲜。有次，石春梅去小
区附近的一家理发店自提点取
货，发现美发师给顾客染完头发，
没有洗手就将货品拿给顾客。

提起这几年社区团购的变
化，家住梁溪区的小宇感受颇
深。“以前疯抢的低价食品，现在

‘不香了’。”小宇感觉到，社区团
购群活跃度明显降低，大家不再

因为低价而盲目选购，反而更倾
向于选择品质好、新鲜、口感佳
的优质产品。上班族因为未及
时取货，商品就会滞留在自提
点，此间对自提点的储存条件提
出了更高要求。“团购平台对自
提点商家的资质审核比较宽
松。一旦出了问题，退货程序也
很复杂。”小宇认为，以后会慎买
社区团购平台上的生鲜食品。

记者打开某App团购平台，
以相同地址搜索了1公里内的自
提点，发现大概有20多家，包含
了便利店、水果店、快餐店，甚至
还有理发店、五金店、洗车店等。

经走访发现，每天上午，仓储货车
会将商品配送到区域的多个自
提点。这些自提点服务质量参
差不齐，有的会及时把商品储存
好，有的却将商品随意摆放。

除此之外，社区团购平台对
自提点的位置不作要求，导致同
一区域的自提点分布密集，自提
点之间竞争激烈。滨湖区太湖
街道某自提点老板告诉记者：

“有些自提点顾客多、佣金高，而
有些自提点竞争优势不强，缺乏
私域流量意识，获利微薄。由此
导致了一些自提点缺乏食品安
全、卫生服务意识。”

建议：发展标准化提货模式

10年质保、终身质保 ……

莫信“空头承诺”装修要认准合同 回应
合同约定最为重要

设置在居民家里的社区团购自提点设置在居民家里的社区团购自提点。。

在装修市场，“10年质保”“终身质保”等承诺早已成为装修公司吸引客户的常规话术。然而，这些看似诱
人的保障，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沦为“空头支票”。近日，家住惠山区一小区的76岁居民陈水根向晚报热线反
映，自己家中阳台上的玻璃自爆了，他与安装玻璃的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了五年质保期，目前仍在质保期内，可对
方却拒不履行保修责任。对此，记者展开了探访。

问题
玻璃自爆责任难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