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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作废的充值卡

追求生活品质的谈女士在家附近的

连锁咖啡店办理了一张实名会员卡并充

值 1000 元。 几个月之后，该店贴出告示

宣布闭门装修，择期重开。 本着人与人之

间的信任，谈女士苦等了两年多，咖啡店

连开业影子也没有。

谈女士内心很郁闷， 卡内金额还有

一多半，且充值卡系实名登记留有电话，

店方在停业前甚至都没有通知顾客，让

谈女士可以提前消费。

谈女士的女儿得知此事， 陪同谈女

士去了该连锁咖啡店的另一家门店，该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谈女士的卡不是在

此店办理的，且充值的两年有效期已过，

只能作废处理。

谈女士根本不晓得还有有效期这么

一说，不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于是来到徐

汇区法援中心向律师倒苦水。

律师了解来龙去脉后，告知谈女士，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谈女士可以继续使

用充值卡或要求商家退款。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第 19

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

有效期不得少于 3 年。 同时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 16 条的规定，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 应当恪守社会

公德， 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不得设定不公平、 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

店家设定的二年有效期属于设定了

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谈女士可以

向消费者协会等部门投诉维权。

扭捏的消费券

小张逛商场时路过一家连锁烤鱼

店， 看到商家张贴在店外的宣传海报上

写着“限时充值， 三斤烤鱼可享七折优

惠”。 爱吃鱼的小张当场就拿出手机扫了

海报上的二维码， 以优惠价格购买了三

斤烤鱼的消费券。

第二天， 小张就带着家人来到该烤

鱼店就餐。结账时，小张要求使用购买的

消费金，店员解释说，每次就餐只能使用

一斤的优惠消费券， 也就是说小张购买

的消费券需要分三次使用， 且限定在购

买消费金后的一个月内。小张提出，宣传

海报上并未详细说明，要求退还消费金。

店员当场拒绝。

小张气愤之下来到徐汇区法援中心

的咨询窗口寻求帮助。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5 条，

该商家涉嫌虚假宣传， 小张可以向当地

消协或者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要求退还

未使用的充值消费金。 对于商家的虚假

宣传行为， 主管行政部门查实后可进行

行政处罚。

（来源： 徐汇普法）

商品预售、打折促销，定金预付优惠、消费满

减等，各种各样的促销方式令人眼花缭乱，也让

法律关系更为复杂， 广大消费者往往难以理清，

一旦商家违约、侵权，维权之路异常艰辛。

徐汇区法律援助中心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面

对各种促销手段和低价诱惑时， 要按需购买，理

性消费，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接下来，听听法律援

助律师给您支招吧。

自己本就是 66 岁老人， 却还利

用代办“养老保险”之名，专门诈骗

其他老年人， 骗取 28 名被害人 40

余万元。

2021 年上半年，被告人刘某虚构

能够帮助到社保局低价办理失地农民

养老保险的事实， 向被害人索要辛苦

费和疏通关系费用， 共骗取被害人李

某等 28 人 40 余万元。

经鉴定， 被告人刘某作案时患有

精神分裂症，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案发前， 刘某退还被害人彭某 10000

元，案发后，刘某家属退赔被害人共计

21 万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被告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 40 余万

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犯

罪时被告人刘某系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人，依法从轻处罚，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从

轻处罚，且被告人家属积极退赔被害

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

处罚。

综上， 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刘某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万元， 继续退赔被害人剩余未

退款项。判决后，被告人表示服判不上

诉，该判决已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诈骗罪】： 诈骗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

规定的，依照规定。

老年朋友切勿轻信代缴养老保险

业务，在办理社保相关业务时，应该提

前充分了解相关政策， 通过正规途径

办理，避免掉进骗子的陷阱。

（来源： 江西法院）

66岁男子，诈骗 28位老人后

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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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的手机电池不仅质量无法保

障，更会对手机造成损伤。 近日，上海警

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 抓获

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等 6 人，捣毁非法

生产、销售窝点共 5 处，查扣假冒知名品

牌电池及配件 3 万余件、生产机器 10 余

台，涉案金额达 2000 余万元。 目前，6 名

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今年年初， 金山警方通过网络巡查

发现， 某贸易有限公司在网络电商平台

上， 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销售某知名品

牌“电池”。 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

些售卖的电池与正版电池外观上十分相

似，但电池容量仅有正版的 7 成至 5 成，

售卖价仅十多元， 而该贸易有限公司并

未获得生产商授权。 对于该案情，金山警

方高度重视，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指导下

立即成立专案组。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批假

冒电池来源于广东省， 且售卖的范围极

广。 经 6 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成功

锁定了一个以陈某、李某为首的制假、售

假犯罪团伙，并于今年 10 月，抽调精干警

力，赴广东省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

获犯罪嫌疑人 6 名，捣毁非法生产、销售

窝点共 5 处， 查扣假冒知名品牌电池及

配件 3 万余件、生产机器 10 余台，涉案金

额达 2000 余万元。

据犯罪嫌疑人陈某交代，自 2022 年

6 月，其为非法牟取利益，在未经权利人

授权的情况下，提供中性电池、纱印等原

材料给犯罪嫌疑人李某。由李某高薪聘请

人员购置制假机器，并在广东省多地设立

加工窝点， 进行电池组装及知名商标印

刷。 加工完成后，再由陈某通过互联网电

商平台及多家手机维修店对外销售。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李某等 6人因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商标属于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依法受

法律保护。 广大经营者要依法诚信经营，

切莫贪图一时利益进行制假售假活动，否

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消费者应通过品牌

专卖店正规渠道购买，谨防上当受骗。

上观新闻 记者 朱 林 冯秋萍 通讯员 沈 浩

涉案金额 2000 余万元

上海警方捣毁一制售假冒品牌手机电池犯罪团伙

警方提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