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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士三天两次煤气中毒
幸好发现及时，目前病情已稳定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高倩
倩 马瑛） 6日早晨，河北景县的
葛女士因为煤气中毒被送德州市
立医院救治。记者从市立医院急诊
科了解到，病人4日曾因煤气中毒
进过一次医院，目前病情已稳定，
在医院观察治疗。

据了解，葛女士家住河北景
县王瞳贾村，因天气较冷，便在房
中点煤炉取暖。4 日时因四肢乏

力、食欲不振等症状去院看医生。
医生检查为煤气中毒，经治疗当
日康复。

6日早晨，葛女士再次出现煤
气中毒症状，遂拨打120急救电话
求助，被送至德州市立医院急诊
科。急诊科蔡医生介绍：“上次症状
较轻，输了点液便没事了，这次较
上次症状严重，还在住院观察。”

“葛女士回家后，仍然住在那

间屋子里，还是点着煤炉没安烟
囱，导致第二次煤气中毒。”急诊科
一位护士说，像这样的患者还有不
少。

连日来，市立医院接治了多位
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神经内科副
主任李宝新提醒，冬天屋里生火
炉、烧炕取暖时，不要把门窗关得
太严，要注意通风换气，“最好是安
个烟囱，把烟都导出去。”

买了15斤螃蟹

竟有3斤半草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高倩倩 通讯员 刘凯）
花780元买了15斤螃蟹，本是
送给母亲六十大寿的寿礼，
回家一称，却发现少了 3 . 5
斤，这让家住乐陵市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王先生很是恼
火。在乐陵市工商局的协调
下，商家补足螃蟹数量，并赔
偿50元交通费用。

2日是王先生母亲60岁
生日，考虑到现在蟹子比较
贵重，王先生一早就到乐陵
市某水产批发市场购买了15
斤活螃蟹，价格每斤78元，共
计1170元。当时螃蟹是用泡
沫箱包装的。

回家后，王先生用电子
称将螃蟹称了一下，带包装
15斤多一点。王先生想：“我

买的螃蟹是净重，不应该加
上 捆 绑 用 的 皮 筋 和 稻 草
绳。”就逐个解去螃蟹上的
皮 筋 和 稻 草 绳 ，一 称 仅 有
1 1 . 5 斤。这令王先生很窝
火，随即驾车返回水产市场
找该经销商，要求补足数量
或者退还 3 . 5 斤螃蟹的价
款，但遭到拒绝。

王先生便带着螃蟹到乐
陵市工商局投诉。工商人员
调查，王先生购买的15斤螃
蟹除去皮筋和稻草后，重量
确为11 . 5斤，经销商涉嫌价
格欺诈，侵害了消费者的利
益，在工商人员协调下，经销
商当面向王先生道歉，自愿
为王先生补足3 . 5斤螃蟹，并
赔偿王先生往返的交通费用
50元。

暖气造温差频闪老人孩子
供暖季催热室内绿色植物和加湿器

说免费洗油烟机

擦完就要80元钱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曹宏源 通讯员 宰德忠
李相东）“有人在家吗？我
们为您免费清洗油烟机。”12
月1日上午，家住禹城市湖滨
花园小区的郑女士听到了一
名女孩的敲门声，就让女孩
进了屋。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情，却让郑女士后悔了。

“ 我 们是洗 涤 剂 公 司
的 促 销 人 员 ，近 期 我 们 正
开展店庆五周年回馈消费
者的活动，上门帮助您免费
清洗油烟机和煤气灶。”女
孩接着走到了厨房，从手提
袋中拿出了一块抹布，并拿
出一瓶洗涤剂。“这种洗涤
剂和您家的油烟机是配套
的，清洁效果特别好，要不
要给您试一下 ?”郑女士心
想这次清洗是免费的，便答
应了。女孩拧开瓶盖，倒出
一些液体，在油烟机上抹了
起来。几分钟后，女孩却语

出惊人：“剩下的洗涤剂您
收着，平时卖 1 0 0 元，现在
给我 80元就行了。”郑女士
不 禁 产 生 疑 问 ，清 洗 不是
免 费 的 吗 ？“ 帮 您 洗 油 烟
机，劳动是免费的，但洗涤
剂 要收钱 啊 ！况 且 刚 才 您
也同意了。”女孩回答。由
于 家 中 有 客 人 ，郑 女士争
论不过加上碍于面子就付
了款把女孩打发走了。

2日，郑女士发现擦拭过
的油烟机出现了掉漆和褪色
现象，随后拨打了瓶体上的
联系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
郑女士赶紧到高新区工商所
投诉。执法人员查询得知，所
谓的洗涤剂公司根本不存
在，郑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
上了当。

工商部门提醒广大消费
者，不要轻易相信免费服务，
以免误入不良商家给消费者
设计的圈套。

雪堆堆在人行道

挡住居民出行路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高倩倩 马瑛） 6日，多位
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
映，道路两侧的积雪影响出
行。德州市环卫处说，降雪后
他们一直在加紧清除，会尽
快将路边积雪清运出去。

市民于先生反映：“三中
十字路口西南角堆的雪占了
人行道近3米，行人都被挤到
马路中央走，太危险了。”6日
上午记者在于先生所说的路
口看到，路边确实有几个较
大雪堆横在人行道上，行人
和车辆都挤在马路中央。在
吕家街经营一家小超市的店
主说：“下雪后，清理的雪，都
堆到这道上了，赶上中午学
生放学的时候就堵车，没法
走。”

市民郜先生告诉记者，
东风路自华联商厦至锦绣川
风景区一带路边都有雪堆，
影响出行。“雪化在路上再结
冰，出行就更麻烦了。”

6日上午，记者在天衢路
上看到，有环卫工人正在对
积雪进行清理。“从下雪那天
就忙活，一直还没闲着呢，得
一条路一条路挨着来。”环卫
工人说。

记者从德州市环卫处
卫生科了解到，1 1 月 2 9 日
下雪后便开始对路面积雪
进行清扫。“人手有限、车辆
有限，雪又大，清雪工作压
力非常大。”卫生科张科长
说，环卫工实行倒班制，“歇
人不歇机器”，会尽快将路边
雪堆运走。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马瑛
高倩倩） 6日，记者走访了德城

区几家大型医院和部分门诊点了
解到，近日很多老人和孩子患上了

“暖气病”。
青龙街一家社区医院的李大

夫告诉记者：“这两天下雪，情况还
好点，前几天，口唇干燥、咽喉肿痛
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
子。”

湖滨中路温泉小区居民张女

士说：“我家是地暖，一到晚上9点
多，温度特别高，穿着睡衣都觉得
热，睡觉醒来时口干舌燥，夜里常
起来喝水。”

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医师谭秀玲解释，所谓的“暖气病”
就是，人们长期呆在有暖气却不通
风的家中，导致患上呼吸道疾病。
症状为，焦躁不安、咽喉口唇干燥，
有的小孩还会引发肺炎。一些气管
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患

者容易旧病复发。据了解，患“暖气
病”的多数是老人和孩子。

记者在三八路一家绿色植物商
店内了解到，天气变冷之后，一些小
型的室内绿色植物受到市民的追
捧，家电商场内的加湿器销售量也
直线上升。湖滨路一家小家电商场
内的销售员说，供暖季开始之后，最
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20多台加湿
器。据了解，有人受不了空调的热
风，办公室里也用上了加湿器。

一天不打工，家就难维持

好媳妇只身撑起一个家

12月5日，家住北苑新邸的张
红艳坐在家里发愁，她希望能接到
朋友给她介绍工作的电话，如果她
没有活儿干，家里的日子就难以维
持，因为全家的吃穿用度几乎全靠
她打短工挣钱维持。

张红艳的丈夫2002年意外身
亡，当时她只有29岁，孩子刚3岁。

“不少人对我说，你还这么年轻，再
找个人家吧。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
给我提。”当时看到年幼的儿子和
上了年纪的公婆，张红艳觉得不能

舍弃他们。“失去儿子，老人已经很
不幸了，不能再受什么打击了。”张
红艳决心撑起这个家。

当时，张红艳的公婆都年逾6
旬，身体不好，家中的活儿差不多全
落在张红艳肩上了。2009年，公公因
病去世，张红艳持家更难了。

11月25日，记者来到张红艳家
中，张红艳正在忙活家务，婆婆和奶
奶也在帮衬着。阳光挤过窗帘洒进
屋内，房间里很温馨。“今天没有活，
就在家收拾一下房间。”张红艳说。

“这些年全家全靠这个媳妇
了，老的老，小的小，媳妇这些年没
睡过一个囫囵觉。”张红艳的婆婆
说，家里虽然很拮据，但媳妇总是
想尽办法让老人和孩子吃好点，

“天冷了，媳妇就尽量让饭菜丰盛，

本来我不想交暖气费，但媳妇怕我
们冷，坚持供上暖。”婆婆说着眼泪
不住地落下。

张红艳的奶奶听力很差，婆婆
在她的耳边说，记者是来采访红艳
的。老人看着孙媳妇竖起了大拇
指。

“孩子很懂事，知道帮我分担
家务了，学习成绩也挺好。”张红艳
说，他们家入了低保，建设街派出
所的民警也经常来看望，周围邻居
对他们也很好。

“全家人虽然吃得差点、穿得
差点，但大家互相支持着，这样就
会生活得很幸福。”张红艳说，打短
工虽然有点辛苦，但再苦再累也不
会让这个家垮掉。

本报记者 牟张涛

12月6日下午4点半，德州市实验小学的学生放学，学校一
侧湖滨中大道人行道上，开车接孩子的家长在人行道上停了一
路，导致很多骑车的行人难以行进。图为一位小女孩和爷爷在
冷风中等待。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

冷风中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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