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精装修房屋在住房销售市场上

越发常见，“拎包入住”“装修不用愁”“奢华顶

配”等销售宣传标语引来不少消费者关注。

然而，由于装修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对精装

修房屋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我购买新房子后，又以每平方米 5500
元的价格额外购买了精装修升级包，可住了

没几个月，就发现存在装修质量问题。”江苏

南京的王先生来信说，他在退休之际置换了

新住房，购买精装修升级包本想能直接拎包

入住，省心省事，可入住后发现挡门条缺失、

门窗漏风、卧室新风机不出风等一系列问题。

装修质量出现问题除了装配工艺导致，

还有的是因为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以次充

好。比如，即使选用同一品牌的材料，不同型

号的产品质量与使用体验也有很大差别，价

格更可能相差成百上千甚至数万元。网友杨

女士就反映自己在购买精装修房屋上吃了

“哑巴亏”：“我们购买的精装修房屋，在合同

上对地板、卫浴设施等重要大件都标注了所

采用的品牌，但实际用的都是这些品牌里档

次最低、最便宜的款式。这样的精装修，根本

不值这个价钱。但是业主又说不出合同的问

题，只能接受现实。”

如何定义精装修？目前并没有统一标

准，只有全装修住宅的相关标准。根据 2002
年印发的《商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细则》

规定，装修一次到位是指房屋交钥匙前，所有

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厨

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成，简称

全装修住宅。在全装修住宅的基础标准之

上，一些开发商提出了更为精品化的装修方

案，给房子带来更高的溢价，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精装修”。

“但是，因为缺乏精装修的验收标准，普

通购房者往往缺乏专业鉴别能力，很难在收

房验房时判断房屋装修质量，也看不出所使

用材料的优劣，直到房屋居住一段时间后才

发现问题，但为时已晚。”安徽庐江县读者王

恩奎来信说。

另一方面，精装修出现问题后维修难，也

令不少消费者困扰。广东广州市的宋先生于

2022 年购买的精装修新房于去年底交房，但

是验房时却发现装修问题不少——地漏错

位，排水困难；墙壁瓷砖空鼓、裂缝；门框未封

边……宋先生向物业服务公司和开发商反映

上述问题时，却被“踢皮球”。“去找开发商，开

发商让我找物业；询问物业，物业说开发商负

责，正在等返修人员。结果 3 个月都没有解

决问题。”宋先生说。

还有网友在人民网“人民投诉”留言，其

在河北邯郸市购买的新房，在购房合同中备

案为装修交付，实际只有几户作为精装修验

收使用，其余房屋则是毛坯交付。

精装房的装修质量和维修服务难以得到

保障，原因何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洪

亮表示，问题的症结在于责任不清。“许多开

发商为了规避责任，会让消费者签署两份合

同。一份是与开发商签订的毛坯房房屋买卖

合 同 ，另 一 份 是 与 装 修 公 司 签 订 的 装 修 合

同。”王洪亮解释说，“依据合同的主体来看，

收取装修费用的、履行装修义务的都是装修

公司。当装修质量出了问题，开发商便可以

堂而皇之地推给装修公司。实际上，许多精

装房的装修公司通常由开发商指定，一般是

开发商的关联公司或者和开发商存在利益合

作关系的公司，开发商完全卸责并不合理。”

对此，读者建议，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装

修公司，都是精装修的第一责任方，必须诚

信为本，履行合同承诺，确保施工质量，做好

售后维修。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应当畅通消

费者的投诉渠道，对于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装

修公司或开发商予以查处，并公布相关典型

案例。

为提升精装修的品质和购房者满意度，

还有读者建议，邀请购房者参与装修过程。

“为了满足购房者的多元化需求，可以充分利

用房屋预售时间与交房时间差，推行菜单式

装修或装修套餐，让购房者参与住房装修设

计，选择装修材料、器具品牌甚至型号，满足

业主个性化需求。”重庆市读者殷贤华说。

此外，王洪亮提醒消费者在购房时要谨

慎签署合同。首先是注意合同主体，最好是

购买开发商直接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

装修条款的房屋。其次，留心合同中用料的

相关品牌、型号、规格，仔细参观开发商公示

的样板间，充分了解成品价格和质量，再谨慎

决定是否购买。王洪亮说：“装修合同清单中

不仅需要标明品牌，而且需要说明具体型号，

如 果 没 有 ，那 么 原 则 上 要 求 应 当 为 中 等 质

量。如果装修质量出现了问题，消费者都可

以依法要求更换或赔偿。”

对于后期维修问题，专家表示，如果协

商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消费者可按照合同

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

诉讼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裁决。“从保护

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需要明确开发商为装修

合同的合同主体。开发商通常需要承担迟

延交付房屋的责任并赔偿违约金、承担维修

期间消费者租房的费用，同时应当委托装修

公司或物业对质量问题进行修理、重做、更

换。”王洪亮说。

提升施工品质，让“精装修”名副其实
赵 兵 王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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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将至，月饼市场热度逐渐攀升。

很多人注意到，今年月饼市场正悄然发生变

化，兴起“简约风”。如何进一步提升月饼包装

品质，既彰显品牌内涵又兼顾生态环保、传递

节日祝福，引发关注和思考。

月饼过度包装问题曾饱受质疑。“几个小

月饼用这么多层盒子，有点浪费。”浙江温州市

读者金女士回忆起前几年收到过的月饼礼盒，

“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后，我去扔月饼盒，结果发

现垃圾桶旁，堆着多个月饼礼盒……”

月饼过度包装不仅增加购买月饼的成本，

也浪费资源。为此，国家相关部门近年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促进月饼行业健康发展。如 2022
年 5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限制商品过度

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 1 号修

改单，对月饼包装层数、包装空隙率、包装成本

及混装要求作出新规定；当年 8 月，印发《市场

监管总局关于集中整治商品过度包装、“天价”

月饼和蟹卡蟹券等问题的通知》。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多家超市、商场，搜索

多个电商平台，所见月饼礼盒大都符合月饼包

装最多不超过三层等规定。层数虽然不多，但

包装精致华丽的礼盒仍然不少。包装材质从

纸质、木制、皮质到金属，造型从圆形、方形到

异形均有。有的礼盒自重甚至与月饼净重差

不多。

月饼吃完了，礼盒去哪了？这是每年中秋

都被讨论的话题。一些礼盒可以用来做收纳，

但家庭所需收纳盒有限，而且部分包装盒质量

较差，还是只能丢弃。

“ 我 曾 收 到 过 一 个 像 红 木 包 装 的 月 饼 礼

盒 ，实 际 上 却 是 塑 料 制 品 ，还 是 不 可 降 解 塑

料。”湖南长沙市读者刘女士说，“吃了一小块

月饼，拆出了一堆塑料、纸张、金属、布料，‘豪

华垃圾’不少。”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的高先生

告诉记者，每年中秋节后，都能收到很多月饼

包装盒，“纸盒按公斤卖，金属和塑料只有部分

可以回收。”

礼盒设计同质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不同

品牌的月饼看不出什么差异。”江西南昌市读

者万女士说，“许多礼盒设计只是选择了几个

常见的图案，浅显地表达了喜庆、团圆的意思，

缺乏独创性和文化内涵，导致每年收到的月饼

礼盒大同小异，缺乏新意，没有留下来继续使

用的想法。”

如何变一次性使用为重复利用，提升月饼包装的使用价值？记者发现，

今年部分商家推陈出新，制造了不少“小巧思”。有的商家主打文化内涵，在

包装中加入国风元素；有的商家用布艺包作为月饼包装，轻便可爱实用，得

到不少年轻消费者喜爱；有的月饼以一盏灯笼作为礼盒，既可做收纳又可做

装饰，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关注；还有一些商家以“探月”为主题，主打科技感，

月饼吃完留下的透明塑料盒，通电后可以变成灯箱、展示盒。

广州工商学院副教授桑晓明认为，消费需求的变化拉动产业链各环节

进行系统性调整。“商务交往中需要精致包装，高端大气的月饼更显贵重。”

他提出，如果是与家人分享的月饼，则大可体现礼轻情意重。有网友分享自

己“在网上买了帆布、纸盒和腰封，超简单就搞定了月饼包装”，送给亲朋好

友，既有“新”意，又有“心”意。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小武表示，革新食品包装，不仅是对企业从技

术上进行硬性规范，也是向全社会倡导一种简约的生活方式，小小的月饼折射

出绿色发展的决心。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宣传，强化对月饼包装的检查，构建

绿色包装标准体系，持续引导全行业的包装绿色化、低碳化和简约化。

胡小武也指出，食品生产企业目前也面临能源和原材料涨价的困扰，这

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新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要增强竞争优势，需更多着力

于从形式向内涵转变，这才是质量升级的要义所在，“商家只有在月饼质量、

口味、环保、文化上做加法，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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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包装简约 品味趋于多样

中秋佳节将至，各色月饼纷纷上市。近日逛

街，发现今年的月饼包装较往年更简约。一方面，

近两年相关部门对月饼从包装到价格作出规范见

到成效，今年不管是大型超市还是小烘焙店，500
元以上的月饼礼盒基本绝迹。另一方面，应该是市

场需求发生变化使然。

看到一家咨询机构发布的调查，今年消费者

购 买 月 饼 的 用 途 正 从“ 送 礼 ”逐 渐 转 向“ 自 己 食

用”或“与家人分享”。和亲友闲聊时发现，对于

月饼，不管年轻一代还是年长者，都喜欢传统口

味，如莲蓉、豆沙、金沙蛋黄等。除此，长辈倾向

于选择老品牌、经典款；年轻人则愿意尝新，对抹

茶、榴莲、拿铁等创新口味有兴趣。当然，不论长

幼 ，都 对 健 康 、低 油 的 月 饼 更 加 期 待 ，

“现在的月饼都普遍太甜”，“希望月饼少

甜少油，更健康些”。

今 年 由 于 中 秋 销 售 周 期 短 ，市 场 竞 争

更加激烈，各商家为了扩大销量使出浑身解

数。价格不断优惠，包装新奇多样，有的企业

甚至还搭售茶叶、红酒、保健品等。实际上，

就消费者而言，如果购买月饼多为“自己食用”

或“和家人分享”，大众的选择自然多偏向简约

健康。

真材实料味道好，加上合理的价格，这样的

月饼更能吸引消费者。

北京朝阳区 刘姿含

顺应需求变化 倡导健康简约

近来，安徽合肥市一名消费者发现买来的同一

块月饼上印着两个生产日期。对此，商家解释，月

饼生产企业使用了去年的包装箱，月饼是新生产

的，就更改了包装上的生产日期。这一解释并不能

完全让人信服。到底是去年剩下的月饼今年改头

换面再出售，还是真的印错了？

仅 就 生 产 日 期 来 说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产 品 或

其包装上必须真实标注生产日期。否则，生产经营

者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前些年，曾有个别企业将卖

剩下的月饼留到第二年销售，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一度重创了月饼市场的信誉。因此，不

管是月饼生产厂家，还是销售商家都应引以为戒，

不仅对食材品质、生产过程严格把关，确保月饼的

食品质量和安全，对生产日期标注等细节问题也要

严以律己，一是一、二是二，让消费者购买安心、吃

得放心。

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彻查此事，如果存在食品

安全问题，监管部门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查

处，通过开具高额罚单、列入“黑名单”、从业禁止

等方式，从根本上遏制类似问题的再发生。同

时，要及时将调查及处理结果公之于众，反应及

时、违法必究，给消费者以信心。当然，消费者在

选购月饼等食品时，也要“擦亮眼睛”，保留好相

关票据，以便遇到问题时可以有理有据地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河北邢台市 吴睿鸫

加强市场监管 确保质量安全

作为节日食品，月饼是中国人欢度中秋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多年来月饼的礼品功能超越了本

来的食用功能，甚至成为浪费的代名词。

为此，笔者建议让月饼回归节日食品的初衷。

人们之所以每年中秋节都要吃月饼，不

仅仅把月饼作为一种食品，更视为放下

工作回家团圆、同享一块饼的亲情

互 动 ，所 以 传 统 的 月 饼 一 定 是 圆

的。小小的月饼，“默品其滋味，相

思泪沾巾”，代表着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承 载 着 人 们 对 中 秋 佳 节 的 记 忆 和 情 感 。

无论是生产销售企业，还是消费者，如果体

会到月饼背后的厚重内涵，对于月饼的制作

和选购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去掉虚华，

回归本真，让月饼成为家人乃至邻里互

动、传递温暖的载体，让中秋节回归其

应有的文化意义和价值。

笔者更建议，多余的月饼可以通过捐

赠机制送给有需要的人，不但减少资源浪费，

更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感受

“天涯共此时”、同享一轮月的诗

意与情怀。

广西南宁市 侯名瑄

共享温馨时刻 追求回归本真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版刊登我的来信《公

交站名怎能随意改成商家名》，反映附近公交站名被改成

商家名，给居民出行带来困扰。

来信刊出后，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近日，我

欣喜地看到，此前使用已久的“梅山北路解放北路口”站

名恢复了（见下图），令人感到困惑的商业站名已被替换。

安徽六安市 汪云寿

安徽六安市——

公交站名已恢复

近一段时间，山西太原市街头的收费停车场多了起

来，便利停车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部分停车场并

非市政统一规划，而是直接在人行道两端加装栏杆，将人

行道变成停车场，让行人只能从马路上通行（见下图），带

来交通安全隐患。

希望有关部门清除违规搭建的停车场，合理规划城

市停车区域，既方便市民停车，更要保证行人出行安全

有序。

山西太原市 刘 洪

人行道不该成
收费停车场

近期，笔者在一些城市公园里看到，公园内的基础设

施遭到不同程度损坏，有的砖石脱落、断裂，有的座椅螺

钉松动、椅面缺失，有的指示牌掉落，有的文化墙标语掉

字或掉笔画，有的林间小径路面塌陷、裂缝等。

公园设施的小残缺虽是小问题，却影响公园的整体

美感，也影响游园者的安全。建议公园有关管理部门，加

强经常性巡查，及时检查维修，防患于未然。同时，健全

畅通游客反馈、投诉通道，及时维护公园基础设施，让公

园以安全、干净、美观的形象迎接八方来客。

河南新乡市 刘 尚

及时查修公园设施

现在，很多小区都有公共区域，除了健身场地还有

凉亭、长椅等休憩场所。人们到此休闲聊天，小院温馨

又暖心。不妨将类似的居民经常性聚集场所，以小院

议事厅的形式，用作定期讨论小区事务、加强基层治理

的公共空间。

建议不定期对需要征求居民意见的话题，在小区公

告栏或业主群内发布相关公告，邀请感兴趣的居民参与

议事，把议事厅作为社区、物业了解居民诉求、扩大居民

参与的重要平台。此外，还可以定期举办活动，传达社区

动态，开展宣传教育，让小院议事厅成为沟通居民与社

区、居民与物业的桥梁。

辽宁沈阳市 宋东泽

开办小院议事厅

■反馈R

■身边事R

■建议R

征 集
近期，很多地方加快推进城

市更新行动，路宽了、街新了，生

活更方便、安全、舒适了吗？人

民日报“读者来信”版联合人民

网“ 领 导 留 言 板 ”推 出“ 城 市 更

新，说说你身边的问题和建议”

征集活动。欢迎提出意见建议。

邮箱：rmrbdzlx@126.com
传真：（010）65368495

■百姓关注R

■金台视线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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