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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水当酒卖放倒五个人
住了五天院，受害者才痊愈

本报泰安 3 月 7 日讯(记者 熊
正君) 泰城一女士本来高高兴兴地
约好姐妹喝点葡萄酒给孩子过百日，
但是刚一打开瓶盖，刺鼻的气味就把
5 个人全部放倒。原来是商家粗心大
意，将稀料装入酒瓶内误当葡萄酒卖
给了消费者。

7 日，新泰市民盖女士拨打本报
消费维权热线称，2 月 16 日，因为孩
子过百天，她邀请 4 位要好的姐妹来
她家一块庆祝。为了过得热闹一些，
盖女士特意从新泰市青云路向阳小
区的一家超市购买了两瓶张裕红葡
萄酒。但是，刚一打开酒瓶盖，她们就

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眼睛被刺激得
不断流泪，而且有头痛、恶心、胸闷等
感觉。5 人立即被送往新泰市第一人
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引入性中毒，
必须住院接受治疗，5 天后她们才治
愈出院。

出院后，盖女士就拨打了 12315
进行投诉。工商人员经过调查得知，
是因为该超市营业员用葡萄酒瓶装
上了稀料，与对外销售的葡萄酒放在
了一起，又误把稀料当作葡萄酒卖出
去了。新泰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
装入酒瓶里的稀料就是通常所说的
香蕉水，纯香蕉水是无色透明易挥发

的液体，有较浓的香蕉气味。吸入香
蕉水非常有害，短时间吸入高浓度的
香蕉水会觉得眼鼻刺激感，流泪。对
眼和粘膜有刺激作用，高浓度吸入可
损害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中毒还容易
出现急性结膜炎、咽喉炎、支气管肺
炎等。

盖女士她们就医药费、误工补贴
等问题与超市负责人进行协商，但交
涉未果。最后经过工商人员的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由超市承担全部医药
费 9933 元，并负责赔偿 5 名消费者
的误工补助、人情往来补助费等
2000 元。

穿了二十天新鞋开了胶
过了包换期，商家只负责维修

本报泰安 3 月 7 日讯(记者 熊
正君) 泰城一市民花 400 多元买了
一双皮鞋，没想到只穿了 20 天鞋就
大面积开胶。找到商家协商时，商家
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低，，按
照“三包”规定，只负责维修并不换
鞋。

6 日，泰城市民祭先生拨打本报
消费维权热线称，1 月 27 日，他在泰
城一商场的犀牛皮鞋专柜购买了一
双优惠后为 405 . 9 元的男士皮鞋。春
节期间穿着这双鞋串了几趟门，大部
分时间都是放置在家里。上班一个星
期后，祭先生准备保养一下皮鞋，但
是盯着皮鞋仔细一看，发现鞋梆和鞋
跟部分都已经开胶了，而且开胶的部
位轻轻一碰裂缝逐渐变大。“我花了
400 多元买的皮鞋，也不能就穿这么
几天就全开胶了，现在我是刚发现
的，但是看这个样子，也不是这两天
才开胶的，这才穿了 20 天，这名牌皮
鞋也太不耐穿了。”祭先生气愤地说。

祭先生立即找到该品牌皮鞋的
销售柜台，要求更换一双新鞋。服务
人员解释称，出现祭先生这种情况的
几率特别低，纯属偶然，一般鞋子质
量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现在距
离祭先生买鞋已经 20 天了，超过了

“三包”规定的 15 天内包换的要求，
所以只能维修不能换货。“服务员当
时并没有告诉我多长时间内包修、包
换或包退，我根本不知道已经过了包
换的时间。”祭先生说。无奈，祭先生
只能让商家维修，但是心里老觉得皮
鞋质量有问题。

针对祭先生的这种情况，泰安市
工商局泰山分局工作人员表示，祭先
生的皮鞋超过了包换期限，商家只能
给予维修。但是工商人员提醒，消费
者在购买皮鞋时，一定要向工作人员
询问“三包”规定，并让他们以书面的
形式写出来，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听免费讲座买了万元药品
药还没拿全店主就没了踪影

2010 年 4 月 24 日，我
在一个熟人的推荐下，和患
有面瘫的老伴去了一家叫

“金脉”的保健品公司听免
费讲座。

听完讲座后，现场坐诊
的医生又专门询问了老伴
的病情，建议老伴服用一
种叫“太岁圣安”的活力宝
口服液，具有清肾毒修复
肾、增强免疫力的功能。当
时我就感觉患了很多年病
的老伴终于有救了，就一
口气买了 20 盒，每盒 598
元，共花了 11960 元，那家
公司又赠给我们了 8 盒。

因为售货员向我们建
议，现在可以只拿几盒试
试，感觉没效果可以退换
货。而且产品有一定的保质
期，以后再来拿可以保证保
健品是最新生产的。于是我

就听了售货员的建议，拿了
几盒让老伴试吃一下。期间
又去了那家公司几次，都是
去听讲座，那个坐诊的专家
又给我老伴推荐了其他几
种治疗面瘫的药品。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我得知那家保健品的经理
已经跑了很长时间了，很
多人都没有拿到剩下的保
健品。我急匆匆地来到那
家公司，敲了半天门也无
人应答。

我算了一下，不算拿
回来的那几盒药，那家保
健公司还欠我将近 7000 元
的药品，但是现在我已经找
不到公司老板了。

讲述人：泰城市民李先
生

整理：本报记者 熊正
君

祭先生向记者展示大面积开胶的皮鞋。 本报记者 熊正君 摄

为给消费者提供更加持久的维权平台，本报“天天 3·15”栏目为消
费者开通维权热线：18653881019 和 6982110。读者也可在“3·15”维权
QQ：1004479244 或齐鲁晚报网互动论坛(http：//bbs.qlwb.com.cn)中的

“天天 3·15”中发帖留言，还可发邮件到本报邮箱：taqlwb@163 .com。

美容中心人去楼空

五百元预付款打了水漂
本报泰安 3 月 7 日讯

(记者 刘慧娟 熊正君)
泰城一女士在美容中心办
了一张年卡，只消费了几次
就发现美容院已经人去楼
空，留下的联系电话也打不
通了。

7 日，泰城市民石女士
打来热线称，她在擂鼓石大
街一家叫“美索”的美容中
心做美容，后来听说此美容
院还增加洗脚服务，便又交
了 500 元的预付款，可以洗
40 次，无时间限制。2009 年
夏天她交过预付款之后，去
消费过几次，由于相互之间
很熟，所以交款时没有任何
凭据，只在一个本子上登
记一下。半年之后，石女士
想再去洗脚，打电话预约，
却总是被美容院推脱，称
已经排满了，改日再来。
2010 年春节期间，石女士
再打电话时，电话始终处
于无人接听状态。

7 日上午，记者来到
石女士所说的美容中心，
这是一片居民小区的二

楼，原来的美容中心大门
紧闭，门口没有任何标识。

“就算搬家也应该通
知顾客一声吧，太不负责
任了。”石女士气愤地说。
由于多次在那里做美容，
彼此都认识，所以石女士
手上并没有关于 500 元预
付款的凭据，投诉无门。

泰安市工商局泰山分
局相关工作人员称，近几
年，消费者涉及美容、健
身、维修等多种预付消费
卡的投诉不断增加。反映
的主要问题有：经营者不
按照承诺提供服务；服务
价格不明示，质价不符；服
务质量却大打折扣，极个
别经营者甚至卷款逃跑等
问题。12315 提醒广大消费
者，办卡消费时，要根据自
身实际需求选择适当价位
的会员卡，谨慎购买金额过
高、期限过长的会员卡；购
买金额较大的预付卡时，应
与经营者签订书面协议，明
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要
轻信口头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