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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入住酒店不再“强制刷脸”？
芜湖情况如何

“五一”假期将至，为提醒广大消
费者理性、健康消费，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芜湖市消保委结合消费投诉情况，
作如下消费提示：

一、观影、演出服务消费提示

电影、演出市场自疫情过后持续
火爆，但也不断出现一些因退票不畅、
虚假宣传等所引发的消费投诉，主要
包括：购买电影票、演出票之后申请退
票被拒绝；购票后被强制取消，重新购
票时发现票价上涨；影院未经提示却
销售3D眼镜以及制定“禁止外带食
物”等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等问题。

事例：有消费者反映，其在某购票
平台购买了三张电影票，因发现自己
拍错了影院，于是重新下单购买了电
影票，并联系原影院协商退票，但影院
直接告知不能退票，消费者认为并不
合理，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消费提示：购买电影、演出票时，
应选择正规票务平台，杜绝“黄牛票”
等非法二手买卖行为；购票前应关注
平台是否提供退改签服务以及具体的
退改签规则，多方比较并明确相关信
息后再进行购票，若确因事无法前往，
应尽快申请退票以减少损失；提前了
解所选影院是否存在需要自行准备
3D眼镜等特殊要求，避免影响观影体
验。

二、住宿服务消费提示

“五一”假期正值出行旅游旺季，
宾馆、酒店、民宿等场所的消费需求大
幅提升，消费纠纷也随之增多，主要
有：商家擅自抬价、加收费用；因行程
改变取消订单不能正常退款或被收取
过高手续费；居住环境差等住宿服务质
量问题；房间实际情况与宣传不符等。

事例：有消费者反映，其在某平台
预定了某酒店房间，待入住时，商家却
称酒店已没有相应房间，需换房且必须
加价，消费者认为自己入住时商家还在
平台上销售相应房间，自己预定了却需
加价换房不合理，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消费提示：假期房源紧张，消费者
应尽量提前预订，并在预订后与酒店
进行再次确认；同一房源，因预订渠道
不同，不仅价格存在差异，退订政策也
可能大相径庭，预订前应在多个平台之
间进行比较并仔细阅读退订规则；如付
款后确需取消，应与平台或商家积极沟
通，遇到扣除违约金比例明显不合理情
况时，应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

三、餐饮服务消费提示

节日期间，外出聚餐及网络订餐
消费增多，消费者应着重关注食品安
全等常见问题。

事例：有消费者反映，在某自助餐

厅就餐时，商家宣传海报及标语均称
店内有龙虾自助，但进场后并未发现
有龙虾在售，且店内供选择的海鲜产
品也不新鲜，吃完之后胃部有不适反
应。

消费提示：在外就餐应选择营业
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齐全的餐饮服
务单位，购买包装及标签信息完整的
食品，按照说明保存和食用；不要食用

“野味”和未加工处理的“生鲜”食品；
就餐时留意收费标准、是否明码标价，
结账时仔细核对账单，防止“低价高
收”；网络订餐时，要认真查看商家食
品经营许可证和用户评价，收到餐品
时，要检查食品包装是否完好，将食品
安全放在首位。

四、促销活动消费提示

节日期间，线上、线下促销较为火
爆，许多商家推出降价、返利、打折等
各种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但其中也难
免出现虚假折扣、霸王条款等消费陷
阱。

事例：有消费者反映，在机场准备
出行时，遇到某商务公司人员向自己
推销一种畅行VIP会员卡，其称此卡
充值1680元即赠送1320元，卡内实
际余额为3000元，可以直接用于购买
机票及高铁票。但消费者之后发现，
该卡在购买机票时只能折扣95元，其

余费用不能使用余额，仍需另外支付，
消费者提出退款但未得到处理，双方
因此发生争议。

消费提示：面对促销活动时要避
免盲目、冲动消费并留意商家是否明
码标价，切勿被商家的广告宣传所迷
惑；要“货比三家”，看清商品价签所标
内容，警惕商家以“降价、打折商品不
予退换”等为借口侵犯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在办理预付卡时，应保持理性，
事前了解清楚商家经营状况，仔细审
阅合同条款，明确预付卡的使用范围、
有效期限、功能、退卡条件和违约责任
等重要事项，以免陷入商家虚假打折、
低价诱惑等“套路”。

五、保留凭证，理性维权

假期消费时，应注意理性维权。
线上消费时，应注意保留电子订单、支
付页面等购物凭证，并将与商家的聊
天记录和商品宣传信息等进行截图保
存；线下消费时，务必向经营者索要发
票等购物凭证，对于经营者的口头承
诺应尽量要求其通过签字等方式留存
书面记录。

在发生消费争议或纠纷时，消费
者可先行与经营者或网络交易平台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通过拨打
12345、12315热线等方式进行投诉举
报，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芜湖市消保委发布“五一”假期消费提示

红盾消费维权专栏

入住酒店不再“强制刷脸”了？近
日有媒体报道上海出台新规，严禁对
已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旅客进行
强制刷脸核验，严禁发生不刷脸不能
入住问题。那么，在芜湖各类酒店的
情况如何，是不是需要刷脸呢？近日，
记者进行了走访。

探访：多家酒店登记身份证
即可入住

4月22日，记者走访芜湖的几家
快捷连锁酒店，虽然部分酒店前台仍
放置人脸识别的机器，但工作人员表
示，携带身份证可以直接入住，若没带
身份证，除了刷脸核验，顾客通过提供
电子身份证或社保卡等方式证明身份
后，也可以办理入住。

记者致电多家酒店前台均表示目
前没有“强制刷脸”要求。有的酒店称
自去年起就不再“强制刷脸”，更多酒
店则表示上个月根据属地公安部门的

通知，已不再有“强制刷脸”要求。

声音：建议取消酒店入住人
脸识别

有关取消酒店入住时的“人脸识
别”问题，此前就有争论。2019年，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
长郭兵起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强制
刷脸入园，被媒体称作“人脸识别第
一案”；2020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教
授劳东燕拒绝小区使用人脸识别作
为门禁方式引发网络关注；2021年
央视3·15晚会上，曝光许多国际品
牌在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利用
人脸识别摄像头获取消费者人脸信
息及相关数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取
消游客入住经营场所必须刷脸的规
定。戴斌认为该措施不仅降低酒店等
经营场所服务效率，还容易引起游客

的不满和投诉，而且增加了企业的经
营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3月15日颁
布、即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
规定，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时，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不得采用一次概括授权、默认授权等
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同意
收集、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
个人信息。

公安：酒店不可“强制刷脸”

芜湖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关于取消入住酒店‘强
制刷脸’的问题，我们近期已经对旅馆
业经营者多次发布提示，要求其对前
台、管理人员做好培训和提醒。”

据了解，该提示主要内容如下：旅
馆业在旅客登记入住时应先要求旅客
出示身份证进行核验，在带身份证的

情况下不允许使用刷脸设备；如旅客
未带身份证，可以出示电子身份证或
其他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由工作人
员进行手动登记。如旅客未带身份
证，前台工作人员可以在征求旅客同
意的情况下，利用人脸识别设备辅助
验证，如果旅客拒绝刷脸，不可做强制
要求。此外，在旅客刷脸之前工作人
员应做好提示和告知。

该负责人表示，一开始刷脸机的
使用主要是方便旅客快速登记，解决
忘带身份证的问题。因为此前，也存
在一些酒店图省事，直接让旅客拿着
身份证去刷脸机器上登记核验，免
去人工登记的步骤。“现在随着科技
发展，刷脸有可能涉及到侵权、隐私
泄露等风险，为减少因为数据泄露
可能引发的公民财产损失案事件，减
少不必要的人脸信息采集已成为大
势所趋”。

记者曾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