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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说道景区被宰几乎已经是所有旅游城市的通病。尤其是云南一带，我是亲身体验过，下面我就来说说如何避开雷区。

一、谨慎多嘴。

如你所说，花了60元买了两串烤串，如果当初女子烤之前多一句嘴问问多少钱的话，也不至于买到60元的烤串（当然，个人觉得虫子的烤串这个价格不算是被宰）。

总结就是吃之前问一问，这样上当概率便会大大降低。

二、谨防餐厅里的阴阳菜单。

我朋友有一次到了鼓浪屿上度假，他就遇到过一件事情。上面有部分餐厅有阴阳菜单。就是店门口标的菜品价格和服务员拿出的菜单不一样，价格也天差地别。

比如你在店门口看到一道清蒸黄鱼35元一条，然后你进到店里服务员拿出来的菜单没有这道菜，反而有一道红烧黄鱼100元一条。

同样是黄鱼价格完全两回事，人家也是明码标价，碍于面子的人就会硬着头皮点菜。

而如果你遇到此类情况可以考虑用以上条的方法，多一句嘴，问有没有门口菜单里面的菜，你就点那几道菜（或者店铺墙上那些明码标价的菜品也可以），上菜就拍照留下证据（要照到餐厅的桌子）。以防店家耍赖。

三、景区外的店面或者无照小摊要谨慎

通常有些人觉得景区的菜价虽然明码标价，但是单一，选择景区外的店面，结果就出现青岛大虾事件。

景区外的店铺监管部门很难监管得到，因此也成为了法外之地，即便他宰客你报警了，也很难说的清，一般只能乖乖付钱走人。

而无照小摊，一般不是宰客，而是偷龙转凤，比如你买水果，上面都是新鲜的水果，而且价格实惠，他会给你一个黑色袋子，只要你挑完，在上秤的功夫他就会把那些烂水果偷偷还给你，你还察觉不到。破解的方法有一个，自带特色透明袋，不用他的黑色袋子（有些人看到你这招就不做你生意了）。

四、谨防抽奖套路

这类属于骗人，一般贪图小便宜的人都会中招。

一般会出现在大型精品店，当你买完就会告诉你在本店消费每多少元（我当时是5元，还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好在我之前看过电视知道套路）就可以抽奖一次。

不用看，你肯定中了特等奖或者头等奖。然后套路就来了，以免费为由但需要收取你加工费或者手续费等名目收钱。其实奖品一文不值。

对付这类套路只有一个方法，那便是放弃奖品。

五、和尚送礼

和尚送礼不是好事吗？问题就来了，他们不是真和尚，只是披着和尚服装的骗子。

他们一般套路就是送礼，说这个什么什么是开过光的，广结善缘，然后套路你捐款。

这种情况在寺庙会遇到，破解的方法就是不理他，每个寺庙都有专门的功德箱，如需捐款，可以把钱捐功德箱便可以了。

至于开光更是胡扯，不信也罢。

六、司机或者“本地人”推荐需谨慎

很多景区开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司机都有赚外快的习惯。

他们一般套路就是问你有没有订酒店啊？如果你没有，他们就会推荐一家贵的，他们吃回扣。

如果你有订酒店，他们就会说你酒店这不好，那不对，甚至死过人，让你瘆得慌不得不乖乖上贼船。

还有的是推荐你餐厅、水果店、旅游团等等，同样的道理：贵，因为他们吃回扣。

除了司机还有一些所谓的“本地人”，他们一般和司机一个套路。

破解的方法就是他们说他们的，你们不听就是了。

七、野生导游需谨慎

如果你需要订当地一日游的话，好是去正规的平台，至少有人监管（虽然有的平台不管）。

他们的套路就是半路有购物项目或者是半路加项目，你参加就把你半路扔下车，把你丢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反正他们本来就不正规。

破解的方法就是不参加任何旅游团，即便要旅游团好选择有熟人在开，至少熟人不敢坑你太惨。

以上就是关于去旅游被坑怎么办全部的内容，包括:去旅游被坑怎么办、、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

如果遇到旅游购物被骗买了产品的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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