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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处”打游击 摊贩天天闹金街

天津帮办
帮办热线23602777

市政府办公厅、天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津云新媒体《政民
零距离》栏目与天津日报社会部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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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和牛 谁给你定级M12
虚构牛肉品质 涉嫌不正当竞争

在家护理家人 护理费咋少了
长护险“分配”政策有变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 本报记者 赵煜 刘连松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近日，市民高女士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她在朋友的
推荐下，2014年在莎蔓莉莎美容集团旗下的一家美容院办理了
会员卡，“最近他们工作人员向我推荐一款双眼皮项目，报价达
15万元，引起我的注意，这才发现美容院很多产品都存在价格
虚高、产地名不副实的情况。”

高女士说，至今她已在该美容院持续做了9年美容项目，其
间在销售人员推销下，累计消费各类项目总计240余万元。当
初到莎蔓莉莎美容集团旗下店铺办理会员，主要是看中其品牌
规模以及覆盖全国的影响力，没想到该美容院实在不靠谱，忽悠
消费者高额消费，多项美容项目存在夸大功效的描述，使用的产
品号称国际品牌，却拿不出产地证明。

接到反映后，记者与高女士结伴来到莎蔓莉莎美容集团
位于和平区的这家美容院。据该美容院负责人介绍，给高女
士提供的这款眼部项目，是由业界一位知名美容专家操刀，所
以价格定的高一些。“他们当时介绍说是一位号称‘眼王’的权
威人士给做双眼皮手术，我对价格就没提出异议，缴纳了15万
元美容费用。事后，我从其他朋友处获悉，双眼皮手术正常市
场价格也就在3000—6000元左右，即使算上后期护理费用最
多也就在1万元左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些所谓的权威‘眼
王’们的美容费用，2万元至6万元的都有，15万元的几乎没
有。”高女士气愤地说着自己当时被忽悠的情景，“由于店家给
出15万元手术费太过离谱，严重破坏了我对这家店近10年的
信任，所以我要求该店出具相关证明，其他美容产品是否也像
她们宣传的那样，是所谓的国际品牌。”该店负责人表示暂时
无法回复高女士的提问，需要和领导汇报后尽快答复。

记者随后将该情况反映给和平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该队执法人员当天赶赴现场调查取证。经过严谨缜密调查
后，发现该店的部分美容项目与其店内宣传手册上不符；另外，
美容产品产地来自国内，也非其宣传的是国外进口产品。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该美容院处以1.5万元的罚款。执法队工作人
员对该店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普及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该店负责人认识到自身错误后与高女士达成和解，将眼部美容
费用全部退还，并酌情退还了其余美容项目的款项。高女士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割个双眼皮 要价15万元
市场执法部门：虚假宣传 处罚没商量

小区公共绿地成“自家菜园”
镇执法部门：已责令整改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文并摄

每天17时之后，不少摊贩聚集在金街
上，奇怪的是，他们选择摆摊的地点都是
金街与各个道路的“交界处”。理由是，可
随时躲到金街之外，逃避保安的管理。这
些摊贩每天在各个路口处挪来挪去，不仅
影响交通，还干扰了金街的管理秩序。

近日19时左右，记者沿着滨江道向和
平路方向走，发现滨江道与陕西路、河北
路，和平路与哈尔滨道交口处都有摊贩聚
集，他们多数推着三轮车，卖烧烤、水果、
饮品等。与金街相交的这些道路都允许
机动车通行，但因为路口被摊贩占据，机
动车行驶起来十分艰难。“河北路是我的
必经之路，平时虽然滨江道上行人多，但
是缓慢行驶还是很顺利的。现在一到傍
晚就来这么多摊贩，太堵了。”刘先生说。
“挺好的步行街，路口却这么乱，地上全是
油渍和垃圾。”正在逛街的市民杜女士也
在吐槽。
“您怎么专挑道路交口摆摊呢？”记者

问一名烧烤摊的摊主，该摊主说金街有保
安执勤，如果在金街上摆摊保安会管。“道
路交口处就不一样了，保安来了，我就往
旁边挪几米，挪到河北路上去，只要不在
金街地界上保安就管不着。”

对此，天津市金街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也很苦恼，“管理难度比较
大。目前已联系属地劝业场街综合执法大
队、公安等部门一起治理了。”但该负责人坦
言，治理时，摊贩并没有离开，而是躲在周
边，和执法人员打游击。

记者也联系了劝业场街综合执法大队，
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金街地区有独立的执

法大队，去年7月大队取消，社会性事务的管
理职能落到属地执法大队，但人手不足。要
想彻底治理金街摊贩摆卖的情况，需要“占领
式”设岗执勤，这给他们工作带来较大的挑
战。目前街道正在与区城管委等部门研究，
看能不能找一块地方，让摊贩集中摆卖，规范
管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
反映称，他想在小区租车位，得知如若不交
物业费，车位费翻倍，这是何道理？

刘先生住在津南区咸水沽镇博雅时尚
小区，他想在小区地下车库租个车位，于是
找到物业咨询，“物业告诉我，交了物业费
和没交物业费，停车费是不一样的。”刘先
生说，“小区入住的这4年时间里，物业管
理不尽如人意，卫生、绿化等工作都没做到

位，小区不少业主都对缴纳物业费一事不
太情愿。”刘先生认为，车位费和物业费是
两种不同性质的款项，二者不能捆绑收取。

随后，记者以业主身份拨打博雅时尚
小区物业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称：
“如果交物业费，一个月的车位费是60块
钱；如果不交，车位费就是120块钱。”记者
询问车位是否紧张，该工作人员称：“还有
一些车位，你可以先选两三个，然后到我这
里来直接交钱定车位。”记者又问为何这样
收费，该工作人员称：“那肯定得优先服务

缴纳了物业费的业主呀。”刘先生称，物业
费一平方米1块多，房子100平方米，一个
月的物业费就是100多块钱，“比多出的车
位费多不了多少，感觉物业就是在变相收
取物业费。”刘先生之前也向12345投诉反
映过，但石沉大海，没有人回应。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规定：业
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
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
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
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随后，记者
联系津南区住建委，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
查此事。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日前，本报热线23602777接到家住河
西区海河大观的读者王女士反映，自己没
交今年的物业服务费，去小区物业买电的
时候被告知只能买15元的电。
“我是海河大观铂津湾北苑的业主。

我们公寓楼不是和电力公司直接关联的一
户一表，需要由物业公司先从电力公司买
电后，我们再从物业公司购买。”读者王女
士告诉记者，前阵子她去物业买电，被告知

由于其没交物业费，一天只能买15元的
电。“我们之前的物业费都是年缴，现在突
然告诉我们改成月缴费，我们不认可，就暂
时没交。”王女士向记者展示了15元的缴
费凭证，“空调冰箱齐开，15元的电量用不
了多久，没几天就得过来买一次很不方
便。”王女士吐槽道。

记者随后与负责该小区的保利物业公
司工作人员求证限量购电一事，“我们这限
量买电与交不交齐物业费无关，因为整栋
公寓的电费是由物业公司先行从电力公司

购买，再卖给有需求的业主。如果一次性
从电力公司买电过多，我们物业公司垫资
压力较大，所以我们每次也只能买少量的
电。为了保证每户业主随时都有电用，就
得稍微控制一下。”

反映人王女士对此说法并不认可，她
不交齐物业费，一天一次就只能买15元
电，直到前几天交了物业费，才多买了些儿
电。物业每年会用各种方式让业主交物业
费，之前还想用改梯控方式收缴物业费，在
业主反对下没成，现在又改限电了。

在多方沟通后，王女士告诉记者，该小
区物业公司现在已经不对海河大观的业主
买电收费有所限制，对目前结果表示满意。

■ 本报记者 韩爱青 赵煜

同一个小区的5栋楼，只有1号楼没物
业管理，也同样只有1号楼20年不通燃气。
虽然从一扇小区大门同进同出，可住在1
号楼的居民却感觉到了待遇上的“天差地
别”，一个小区两套管理，坐落在北辰区津
京公路旁的天阳公寓，让居民们看不明白。

天阳公寓小区1号楼是16层到顶的高
层建筑，共有4个楼门126户居民。其他4
栋楼都是洋房。小区大门处有保卫室，有
人值守。1号楼居民张女士告诉记者，别
看都叫天阳公寓，也从一个大门进出，但1
号楼和其他4栋楼就像是两个小区，“人家
那4栋洋房有物业公司管理，而我们是赵
虎庄村村委会在管理，就一个人负责居民
的大事小情。”张女士称，她是2017年购买
的二手房，并向记者出示了不动产权证，上
面明确房屋权利性质是商品房。

记者在1号楼采访了多位居民，发现
其中部分是赵虎庄村还迁村民，还有部分
是和张女士一样购买了商品房的住户。

1号楼不仅在管理上与其他4栋楼不
同，还有一个与其他楼极不一样的地方，那
就是其他楼居民用的是市政燃气，他们楼
20年都没通过燃气，部分居民使用液化气
罐，让人感觉很不踏实。

居民陈女士分别在2020年和今年通
过“政民零距离”平台反映过1号楼不通燃
气的问题，“北辰区城管委、北仓镇和津燃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的人都来小区核查过情
况，回复说只接到过天阳公寓2—5号楼的
开通市政燃气进件手续，从来没有收到过
1号楼的手续。”

一个小区为何只有1号楼没有物业管
理，也没有申报开通市政燃气的手续呢？

记者来到赵虎庄村党群服务中心，村
党支部书记赵先生介绍说，“天阳公寓1
号楼是还迁安置房，剩下4栋为商品房。
未开通燃气，是当时还迁的村民不同意通
燃气。

对于居民使用液化气罐做饭的安全问
题，赵书记强调村里为每户居民家中都免费
安装了天然气泄漏报警器。而一个小区两
套管理，是因为1号楼居住着还迁居民，取暖
费等都是村里担负，单独拿出来便于管理。

北仓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天阳公
寓1号楼未通燃气的问题他们知道，原因
是建设完成时未交这栋楼的燃气入网费。
现在想开通燃气，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
1号楼部分为还迁过渡安置房，无法提供
不动产权证，无法向津燃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申请开通燃气；另外，开通燃气需安装外
挂管道；该楼在出售时，房款不包含燃气相
关配套费用，需要居民补齐配套费用。

对于这种回复，陈女士不认可。她
表示，房屋交付的标准中就有燃气配套
一项，楼内外也有燃气管网，是开发企业
没有交入网费导致现在需要更换新的管
道，“开发企业出的问题，为何现在要居
民买单？”

考下护理员证，并与专业机构签约，即便在家照顾自己的老
伴儿也能按月拿到薪资。但是最近这笔薪资降了300元，市民
马女士感到不解。

马女士向本报热线反映说，老伴儿六年前因脑出血致瘫痪，
一直是自己护理。2021年6月起，本市施行面对失能人员的长
护险，这是一种被称为社会保障“第六险”的服务项目，由定点护
理机构提供专业护理服务，大部分费用由长护险买单。马女士
老伴儿被评定为六级失能人员，享受最高额护理服务。马女士
参加了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并考取护理员证，与接手自己老伴
儿护理服务的机构签了劳动合同，成为专职护理员，服务对象只
有老伴儿一个人，每月能拿到机构发给她的1050元护理费。今
年7月，马女士被告知，长护险“分配”政策有变，如马女士仍坚
持只照顾老伴儿一个人，每月只能拿到750元。

马女士不解：“我老伴儿瘫痪后都是我护理，长护险出台后，
我的经济负担减轻了不少。现在还是我一人照顾，为什么每个
月却少拿300元钱？”

长护险中心河北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长护险自实施以来，
一直要求专业护理员提供一对多服务。像马女士这样，只服务
自己亲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养老机构私下变通造成的。为避免
上述乱象，今年长护险明确，为亲人提供照护服务的，直接与长
护险分中心办手续，选择亲情照护包服务，每人每月750元，由
长护险基金直接支付给亲情照护人员。马女士如果对于750元
不满意，因为其有专业护理证，可继续与机构签约，为参保人提
供一对多专业护理服务，报酬可与机构商谈。

马女士随后表示，自己已办理亲情照护包手续。

■ 本报记者 黄萱

近日，市民高先生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称，小区的公
共绿地被一些居民占用，绿地变成菜园，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环
境，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治理。

高先生家住武清区汊沽港镇雍盛花苑小区，部分业主破
坏原有规划设计，将公共绿地变成了自家的菜园、花园。原
本茂盛的绿草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藤架，十分影响美
观。“有段时间居民跟风，你占一块我占一块，绿地被拔得光
秃秃的，一阵风吹过还会扬起尘土，小区环境急转直下。”为
此，高先生也向12345等投诉平台反映过此事，但都没有得到
回复。

记者来到雍盛花苑小区，沿着小区走了一圈，看到确如高先
生反映的一样，小区多处地方被人为划成方形土地，地面上原有
的绿植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大葱、辣椒、西红柿、黄瓜等蔬菜作
物，有些地块种上了玉米，有些已经搭设了藤架方便爬藤类作物
生长。记者正巧碰到一位在地里清理杂草的居民，她说：“自家
门前的地方也不妨碍别人，种草就是闲置，种点大葱多实惠。”

记者联系武清区汊沽港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称，将尽快派
执法人员前往小区查看。而后，记者得到回复，小区物业对种菜
居民进行过劝导，但力度不大，主要是为了避免发生冲突。镇政
府工作人员称，目前已由执法部门给种菜的居民发了责令整改
的通知，“我们还是希望居民能自行改正。如果拆不了，镇综合
执法部门准备联合物业强制拆除。小区绿地属于全体居民，不
能私自更改、占用。”

不交物业费 买电有限额

不交物业费 车位费翻倍

物业收费流行捆绑管理？

一个小区两样管理
没有物业也不通气

天阳公寓1号楼成“孤岛”

“两节”将至，众多商家开启促销模
式。一些所谓的高端食材，也看准这个时
机降价促销。然而一款在相关等级标准中
并不存在的“M12澳洲和牛”居然也卖出了
天价，一斤（500克，下同）牛肉的价格超过
两千元。本月中旬起记者进行了调查，发
现部分西餐馆招牌、大众点评推介、自媒体
的探店标题，以及多个线上购物平台，都在
销售这种所谓的“M12澳洲和牛”。然而业
内人士表示，澳洲和牛的最高级别只到
M9+，“M12澳洲和牛”这个等级标准并不
存在。难道天价的牛肉竟是智商税？

国产西冷号称“M12澳洲和牛”

河西区一烤肉店被罚

读者孙先生在打给本报的热线电话
中讲了一件事，河西区绍兴道上一家烤肉
店卖M12和牛套餐，标价520元。众所周
知，和牛等级越高，肉质越鲜美，既然是
M12，想必是和牛中的顶级肉质。为了品
尝到最鲜美的食材，孙先生马上去光顾，
随后又多次宴请朋友。然而在后几次用
餐中，孙先生发现牛肉有点嚼不动，“这么
高级的和牛不是应该入口即化吗？怎么
还会塞牙？”于是他向一位做日料生意的
朋友咨询，了解到日本和牛分等级为
A1—A5，澳洲和牛等级最高为M9+,无论
是哪里的和牛，都没有M12这个等级。孙

先生随即向河西区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记者联系了河西区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接到反映后，执法支队前
往该店调查，反映人投诉的价值520元的
“M12和牛大船+活鳗鱼”套餐以及388元
的“现切澳洲雪花和牛M12眼肉”套餐，
商家仅能提供国产西冷A5牛肉证明，并
不是M12等级牛肉，确定其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其立
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做出罚款5000元的
处罚。

记者调查

“M12澳洲和牛”多得让人眼晕

记者在大众点评以“M12澳洲和牛”为关
键字检索发现，我市销售上述产品的餐厅有
几十家之多,价格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一
家以和牛为主打的日式烧肉店中，一份标称
“M12和牛”的牛排售价是599元，重量是140
克，折合一斤牛肉的价格竟然超过两千元。
工作人员表示，这款和牛来自澳洲，属于最高
等级的“M12澳洲和牛”，但是对于“M12澳洲
和牛”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该工作人员不愿
意做过多介绍。

随后，记者又在淘宝、天猫、京东等多家
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以“M12澳洲和牛”为噱
头，销售高价牛排的店铺并不在少数，每个
平台都有上千种所谓的“M12澳洲和牛”产
品在销售。

在天猫一家销售牛肉的旗舰店中，一
款规格为 1200 克的M12 和牛奢华套餐正
在做中秋促销，促销的价格高达 2228 元，
折合 1斤牛肉的价格是928元。问其产品
来源，店铺客服人员表示是从澳洲进口的
高品质和牛，当问及是否有澳洲和牛的认
证证书以及等级证书时，客服表示目前没
有，并解释说，消费者可以从牛排的雪花纹
理辨别不同的等级。在京东商城一家专卖
澳洲牛肉的旗舰店里，一款澳洲M12雪花
和牛正在促销，价格是520元 250克 ，折合
一斤牛肉的价格是1040元。记者以消费者
的身份咨询客服，为什么这款牛肉的价格
如此高昂？客服表示，这是等级最高的
M12和牛，来自澳洲牧场。问起是否有等
级证书或者认证证书时，该客服也表示没
有，并补充说，牛肉属于非标品，没有等级
证书。

专家观点

澳洲和牛没有M12等级

记者在网上查询了解到，全国很多地方
出现过类似问题。上海、杭州等地的市场监
管部门也都进行过行政处罚，记者看到，杭州
市就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明确写有“和牛M
级系列的最高等级为M9+，不存在M10和
M12的级别”字样。

目前衡量澳洲牛肉等级的标准是由澳洲
肉类及畜牧业协会制定并实施的。记者登录
了澳洲肉类及畜牧业协会官方网站，网站资
料显示，根据牛肉呈现的大理石花纹等特性，
牛肉可分为M1至M9+级，也就是我们常见
的以M划分的牛肉等级，该官网资料中并未
提及M10,更没有M12牛肉对应的标准。

那么牛肉的等级到底是如何划分的呢？
记者采访了天津市烹饪协会西餐专业委员会
的李智铭秘书长。他告诉记者,等级划分属于
评价标准,不同国家都有相应的评级标准。例
如澳洲用M代表和牛级别，日本用A代表，数
字的大小表明牛肉品质的高低。市面上最常
见的澳洲和牛标准，是将牛肉分为M1至M9+
共9个等级，体现了牛肉大理石纹脂肪度、肉
色、脂肪色、背膘和酮体生理成熟度共5个维
度，越高级的和牛，脂肪和肉的比率越高，且
分布更加均匀，也就是所谓的“大理石纹路更
漂亮”。市面上所标榜的“M12澳洲和牛”，大
多是商家想体现牛肉的品质更高而虚构出来
的，因此提醒消费者不要被这些虚构的产品
标准所蒙蔽。

李智铭说，现在的天津餐饮市场对于M9等
级的澳洲和牛需求量并不是很大，而且，目前很
多国产牛通过引进使用先进的养殖及育肥技
术，肉品质量并不比国外差，甚至还要更胜一
筹，市民完全没有必要盲目追求进口牛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