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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吴泳报道：据羊
城晚报记者了解，本周五（8 月 11 日）
起，南海区谢叠大桥将实行交通围
蔽。届时，谢叠大桥旧桥及左右拓宽
桥排水管道需改造安装施工，进一步
落实跨河桥梁环境应急设施建设工
作，提升道路建设质量和通行效率，为
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交通服务。

据悉，本次交通围蔽具体如下：8

月 11 日起封闭谢叠大桥南扩宽桥
（即丹灶往广州方向）非机动车道，施
工时间为 8 月 11 日至 8 月 26 日；8 月
26 日起封闭谢叠大桥北扩宽桥（即广
州往丹灶方向）非机动车道，施工时
间为 8 月 26 日至 9 月 21 日；9 月 21
日起封闭谢叠大桥旧桥丹灶往广州
方向路肩，实施拆除波形护栏施工，
施工时间为 9 月 21 日至 10 月 10 日；

10 月 10 日起封闭谢叠大桥旧桥广州
往丹灶方向路肩，实施拆除波形护栏
施工，施工时间为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30 日。

交警部门提醒，施工期间需要途经
谢叠大桥过往车辆，请注意现场交通
指引，或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敬请广
大市民留意交通状况，具体绕行建议
为分流往广佛新干线。

博 主“ 吴 二 麻 子 ”告 诉 记
者，自己是从今年 5 月开始专门
揭秘商家缺斤少两情况的。这
段时间以来，他已经走过浙江、
广东等省份的多座城市。而在
此之前，他是一名上班族，出去
买东西时，习惯问商家“东西是
不是足斤足两”。“秤一定要给
我准，我不管你卖多少钱，价钱
可以标高一点，但是你不能坑
我对吧？”

在他看来，现在的很多消费
者对重量“是没有概念的”。“买
东西付完钱就走了，不管重量
的，也不问重量，我觉得应该重
视起来。”“吴二麻子”说，消费者

不够重视的话，某些商家的缺斤
少两可能导致商家间的恶性竞
争，“搞得很多诚信商家也跟着
缺斤少两，大家应该站出来反对
他，这种情况才会越来越少。”

“吴二麻子”坦言，“打假”
这 件 事 ，既 为 消 费 者 ，也 为 自
己。“算是一次创业，”他坦言，

“既能够提醒消费者，我们也能
有流量，涨点粉丝。”

通过在夜市“打假”，他也
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见到
了一些改变。“我之前在珠海测
了一个夜市，后面他们就改革
了，整个市场统一用秤，还要拿
去检验。”

“统一用秤的话其实是很
好的，买秤的钱还是摊主出，管
理方统一管理秤就好了，这样
的话避免缺斤少两的效果还是
很 好 的 。 有 的 夜 市 已 经 规 范
了，就是其他好多夜市还没有
借鉴。”

“吴二麻子”认为，对于消
费者而言，用手机去验秤是比
较方便的做法。“商家称东西的
时候就把手机放上去，不然的
话他可能称完东西，就又把秤
调回去。如果说你想复秤，当
你再把东西放上去称，商家也
可以说刚才是按错了，也有这
种情况出现过。”

南海区谢叠大桥明起实施交通围蔽
进行排水管道改造安装施工

走访佛山夜市 聚焦缺斤少两

不要让“鬼秤”破坏升腾的
炎炎夏日，佛山夜市兴旺，烟火气升腾。但同时，一些商家却暗暗使用伎俩偷奸

耍滑，损害着消费者的信任。
“走访夜市，基本上测第一家或第二家商铺就发现有少秤的现象了。”视频博主

“吴二麻子”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段时间，该博主先后“潜入”佛山多
个夜市，寻找隐藏其间的缺斤少两现象，乃至“鬼秤”（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秤）。相关
视频传至网络上后，引来诸多关注和讨论。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佛山部分夜市中，从固定摊位到周边的
流动摊位，存在着不同“盈利”套路、不同程度的缺斤少两的现象，而“动了心思”的商
户若想寻得一台“鬼秤”，也并不困难。

8月 6日晚，记者带着新买
的厨房秤来到位于顺德区乐从
镇某夜市，随机走向水果捞、炸
鸡、小龙虾等 4 个摊位作了测
试。结果显示，水果捞准秤，小
龙虾有所出入，2 个炸鸡摊位
则缺秤严重。

摊位A所卖炸鸡叉骨每斤15
元，且摊位上写明买15元送5元。
记者点了1市斤（500g），到手一称，
只有345g。

在炸鸡摊位 B，摊主热情
地招呼“买一斤送半斤”，记者
点了一斤炸鸡锁骨，到手发现
真实重量还不到一斤。过程
中，记者曾将一部手机放至秤
上，读数显示0.58（市斤），即克
重290g。然而，这部手机实际
重量为230g。

8月 7日晚，在位于顺德区
均安镇的另一个夜市，记者测试
了无骨鸡爪、小龙虾、炸鸡等共4
个摊位。其中，1个小龙虾摊位
和1个炸鸡摊位明显不够秤。

在“买一斤送半斤”的炸鸡
摊位，记者点了一斤，实际所得
为460g。在标明“38元/斤（足
秤）”的小龙虾摊位，摊主告诉
记者，一斤小龙虾只有十六七
只，询问一斤是否足够。在得
到肯定的回答后，该摊主便按
数量计出 17 只小龙虾下锅翻
炒，小龙虾并未过秤。记者核
实，这一斤小龙虾的实际重量
不足400g。

值得一提的是，在吴二麻
子曾“到访”的几个夜市，记者
暂未发现缺斤少两现象。

在有管理方的夜市里，有
的固定摊位存在缺斤少两，那
么，在夜市外围享受“流量”福
利的流动摊位又如何？

日前，记者于夜间 11时左
右到达禅城区某夜市，在路边
随机挑选2家水果摊购买水果
作测试。在第一家，摊贩告诉
记者龙眼 7 元/斤。记者挑选
龙眼装入塑胶袋的过程中，该
摊贩用剪刀将袋中的龙眼修去
部分枝叶，以减少克重。最终，

记者付了8元。该袋龙眼实测
重量为450g。

在第二家，李子价格为6元/
斤，记者挑好李子后，摊贩遂将李
子过秤，并告知需付10元。随
后，摊贩又摸了两颗李子放入袋
中。这袋重量应在830g左右的
李子，实际重量为570克。

若从结果反推，两名摊贩
的修剪枝叶以去重，过秤后补
上两颗以足秤，实际上是有意
为之的“障眼法”。

8月6日当晚，记者以消费
者身份，电话联系上述位于乐从
镇的夜市的管理方，反映该夜市
炸鸡摊位B不足秤的问题。电
话中，该工作人员态度友好，表
示“不好意思，下次来的话请你
吃烤肠，我去调查一下”。

约20分钟后，记者在微信
里收到其反馈的调查结果：一段
时长半分钟的视频，视频中，该
工作人员令摊主将秤“回正”“清
除”，随后将一部手机放在秤上，
读数显示0.58（市斤）。“两个炸
鸡的秤都没有问题，有的话欢迎
监督举报。”该负责人说。

记者提出疑问：“手机放上
去怎么是0.58（市斤）？”

工作人员回复：“我的手机是
260克，原本还有个盆是30克。”

然而，在传来的视频画面
中，该工作人员在称其手机之
前，秤已归零，秤上并没有所谓

盆子。在随后的沟通中，记者
提出可否用另外一台秤，确认
手机重量是不是 0.58（市斤），
即 290g，并相应拍摄视频，同
时表示并不要求赔偿，只希望
夜市管理方就该摊位是否缺斤
少两本身，作个结论。

“我用克秤称的我的手机
是 220 到 230，是有一点出入，
我会跟摊主说明并警告。”数分
钟后，该名工作人员如此回
复。他说，这个情况，“我们也
是第一次出现，我们只对摊主
进行了口头上的警告。如有再
犯，将按管理条例来扣除押金，
或给予顾客补偿。”

但当记者询问管理条例细
则，以确认对该摊主所作的警
告处理是否照章办事、恰如其
分时，该工作人员回答，“管理
条例只针对租户，领导要求不
能向外公布，不好意思。”

日前，记者以有意承租摊位
为由，与顺德区某夜市的招商处
进行沟通。其间，对接的工作人
员主动提及用秤问题，态度坚
决：“你是用秤的吗？我们首先
说清楚，有秤的情况下，我们随
时会去检查秤，但凡秤有问题，
好，直接撤场，租金、保证金一分
不退。”

南海区星州夜市相关负责
人赵家豪向记者介绍，星州夜
市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摊位在
150 档左右，其中有秤的商户有
七八档；摊主日落而出，出摊时
段 集 中 于 傍 晚 6 点 至 凌 晨 12
点；每周日，夜市人流达到 5000
人次。

赵家豪说，星州夜市现场即
张贴有管理条例，夜市管理方在
与商户签约时，将条例中有关诚

信经营的部分，作为约定写入了
合同。另外，在夜市里几处比较
显眼的位置，贴有相关投诉电
话。他说，若消费者投诉商户缺
斤短两，作为夜市管理方，首先
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回过头
来，我们内部再处理商家，基本
上有一个押金上的处罚，并且可
能清退这个商家。”

平日里，星州夜市管理方会
用标准砝码检验商户的秤是否
准确。但赵家豪表示，“管理这
件事情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
他举例，“今天可能是 9 点去查
的 ，但 我 们 查 完 以 后 ，假 如 他
（商户）私自又调了，或者，某一
个小时，他就调那一个小时的
秤 ，这 个 确 实 我感觉目前没有
什么办法。”

赵 家 豪 说 ，商 户 如 果 想 要

“作弊”，“调秤并不是难事儿。”
作为夜市的管理方，他们也清楚
调秤的方法。“什么机器都一样，
如果商户真的有心，真的动了歪
心思了，其实任何牌子都是可以
人为地去调的。”此外，作弊的方
法还有很多，比如说，在“底盘”
上动手脚。

赵家豪介绍，目前，星州夜
市计划设置公平秤，同时，“在招
商时，能少招用秤的就少招”，以
减小压力。他认为，相比夜市管
理方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力量，消
费者的“监管”才是最直接、有效
的。另外，商家与商家之间也存
在着互相“监管”。“经常会收到
某个商家投诉另一个商家，我们
就立马去处理。”

“其实是一个多方监管的（问
题），社会靠大家。”赵家豪说。

烟火气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松炜

“吴二麻子”在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时，现场展示他通
过暗访“鬼秤”商家所获得的一
台电子秤。该秤刚开机时平平
无奇，但在输入数字密码并按

“去皮”键作确认后，便成为了
一台可以作弊的“鬼秤”。

“密码是随机调的，想设几
位数就设几位数，它是有程序
的。比如想设三位数的密码，
他（商家）就可以为你设。”在

“鬼秤”商家的指导下，他将该
台秤的密码设为“78”。

“吴二麻子”键入密码并
“确认”后，将500g的标准砝码
放在秤盘上，读数显示1.00（市
斤）。随后，“吴二麻子”先后按
下键位区的“单价 1”“单价 2”

“单价 3”等，读数随之变换，
1.06、1.10、1.16……这一类秤
在关机重启后，又马上重新成
为一台“干净”的秤。

在佛山，想要买到一台作
弊秤，难度如何？8 月 6 日、7
日，记者在高德地图上以“电子
秤”“衡器”为关键词，搜索有售
电子秤的商家，并随机挑选其
中3家前往调查，其中2家位于
禅城区，1家位于顺德区。

8月 7日，记者来到位于顺
德区乐从镇旧圩街的某衡器
店，询问店主有没有“可以调”
的秤卖。店主定睛望了记者一
眼，随即表示，“有”，从座位起
身领记者到某一处介绍两台

“可以调”的电子秤。
“吴二麻子”买秤时只花去

180 元，相比之下，该位店主所
展示的两台崭新的秤要价不
菲，一台330元，另一台则超过
400 元。在记者表达价格难以
承受时，店主指了指两台“鬼
秤”左边另一台秤，“不要的话
那就这一台，正常的，100多。”

店主向记者介绍了一遍
“鬼秤”的使用方法，在记者表
示仍未明白，想要再学一遍时，
店主表示得先确定买、付了款
之后再“教学”，要不“密码都告
诉你了”。

秤的键位区有 5个“单价”
键，1个“计数”键，店主将其一
一按过。“九两半，九两，八两
半，八两，七两半，这个是七
两。”店主的食指停在“计数”
键，“最少七两。”

店主又将指头挪向“单价
1”“单价 2”。“不要那么多，这

两个就够了，人家来查
你就按一下开关。”

当被问到“保修”问
题时，店主说，“没事的，
放心，到时候不行了，拿
过来维修一下就搞定。”

这是记者通过走访
所得到的唯一一台“鬼
秤”。在位于禅城区的
另外2家衡器店，记者并
无“收获”。

于是，8月8日上午，
记者改用电话拨通了其
中一家门店，再次询问

“鬼秤”的事。“没有，没
有，没有。”电话那端连
连否定。记者改问：“那
有没有其他（店）可以介
绍？”

“没有没有，”店家
补充，“现在没人做了。”

炸鸡等摊位缺秤严重

实际上，记者曾两次走访
上述位于乐从镇的夜市，首次
在8月1日。那时，记者已经发
现“一斤 15元，送 5元”的摊位
A 有缺斤少两的情况。当晚，
记者同样买了一斤炸鸡叉骨，
算上送的，应得约 670g，到手
约 360g。记者遂与摊主沟通，
提出补回那重量少了的部分。

该位摊主镇定地说，这是
第一回有人向他反映少秤问
题。他说，鸡叉骨在油炸之后，
重量会有缩水，少秤可能是这
一原因导致，但缩水程度如何，
自己也未曾测试过，说不出来。

于是，该摊主主动“求证”
起来。过程中，记者首先发现，
该摊位用于装鸡叉骨的不锈钢
小 盆 子 并 未 去 皮 ，盆 重 为
130g。对此，摊主表示自己数
月前刚从公司离职开始摆摊生
涯，经验不足，忘了去皮一事。

随后，该摊主的测试显示，
鸡锁骨经油炸后，重量减轻约
10%。以盆未去皮为无心之失来
计算，减去盆重130g，再减去缩
水的10%，“一斤15元，送5元”
的炸鸡叉骨仍剩余480g左右。

“它（指油炸）会有损耗，但
是损耗具体我也没算过。如果
你告诉我是（未）去皮的原因，
我是能接受的，我坦白地告诉
你，我做（出摊）没有很长的时
间，如果说很长时间那是故意
的，那也没必要说什么。你回
来找我，我肯定帮你补回去，这
你不用担心。”该摊主说。

数日后的8月6日，当羊城
晚报记者再次来到该摊位测试
时，所得的 345g 相比首次的
360g，差别不大，同样地缺斤
少两。看来，问题在经“消费
者”指出后，该名摊主并未将其
放在心上。

部分摊主“知错不改”

流动摊贩上演“障眼法”

某夜市管理方“验秤”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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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了3家店买到1台“鬼秤”

夜市管理方：管理不是一朝一夕

近日，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印发《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规范我市市场计量行为
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市场经营
者、主办方杜绝“短斤缺两”计
量违法行为，构建诚信经营、公
平有序的市场计量环境，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
羊城晚报记者介绍，对于夜市

“ 鬼 秤 ”的 监 管 ，困 难 有 三 ，一
是夜市经营者流动性大，二是
部 分 夜 市 主 办 方 不 主 动 落 实
主办者计量管理责任，三是用

于 作 弊 的 电 子 秤 作 弊 方 式 隐
蔽 ，不 容 易 发 现 。 对 此 ，佛 山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将 组 织 执
法检查，检查夜市使用的称重
计量器具，并约谈相关夜市主
办 方 ，要 求 履 行 管 理 职 责 ，切
实 加 强 电 子 秤 等 称 重 计 量 器
具管理。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醒广大消费者，若在夜市发现
或者怀疑出现“鬼秤”，可找夜
市主办方协调处理；除了拨打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
之外，还可通过 12345 热线向政

府监管部门举报投诉。
记者还了解到，为进一步规

范民生计量领域市场经营秩序，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日前，市场
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电子计
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的通知》，
决定自2023年7月至12月组织开
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
治。此次综合整治聚焦电子计价
秤“缺斤短两”突出问题，对集贸
市场、商超、水果店、夜市、流动摊
贩等进行集中整治，严厉打击使
用具有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等
计量违法行为。

“打假”博主：希望消费者对重量重视起来

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夜市所使用的称重计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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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某夜市
市民正在消费

佛山某街道夜市

佛山某夜市人气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