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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附小向3600名学生家长发出倡议书

不合格校车，咱坚决不坐
本报菏泽12月25日讯(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孙明金)

近日，菏泽学院附小向3600名学
生家长发出拒乘不合格车辆倡
议书，请家长积极配合学校工
作，教育孩子注意交通安全，不
乘坐不合格车辆和超员车辆；如
果孩子乘车上学，应及时把车辆
及驾驶人情况告知学校。

据了解，菏泽学院附属小学
为确保在校学生上下学乘车安
全，对接送学生车辆安全技术状
况、载客人数及驾驶人条件提出
明确要求，并充分利用黑板报、红
领巾广播站、升国旗仪式、班队会
等形式，开展学生安全教育活动，
教育孩子注意交通安全、坚决不
乘坐不合格车辆和超员车辆。

同时，学校利用《致家长的一
封信》，向全校3600余名学生家长
发出倡议，请家长积极配合学校
工作，教育孩子注意交通安全，不
乘坐不合格车辆和超员车辆；如
果孩子乘车上学，应及时把车辆
及驾驶人情况告知学校。

菏泽学院附属小学负责人
表 示 ，近 期 各 地 校 车 事 故 频

发，校车管理不规范、安全技
术状况不达标是其中一个重要
原 因 。学 院 附 小 做 出 上 述 举
动，目的就是唤起学生家长和
社会各界对校车安全的重视，
从我做起，让孩子远离安全技
术状况不合格车辆，拒绝乘坐
超员超载车辆，彻底杜绝校车
安全事故发生。

我的存折，

啥时给啊？

本报菏泽12月25日讯(记者
周千清) “我的存折，啥时给

啊？”今年85岁的刘冯氏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办理材料已经
递交近1年时间，可是迟迟没有
拿到领钱的存折。

“家里兄弟3人聚在一起吃
饭，老母亲便问我，她的新农合
存折为什么还不给她。”一年来，
在菏泽安兴镇经商的刘兴合每
次见到85岁的老母亲刘冯氏十
分无奈。原来，当初由他经手为
母亲办理的新农合，相关材料已
经上交近1年时间，存折还没有
发下来，老母亲经常向他讨要。

“去年7月份，我为老人办了
身份证，身份证办理下来已是
2011年初。”2011年2月份，身份证
办理成功之后，刘兴合便将相关
材料交到安兴镇姚庄行政村相
关负责人手中，为老母亲办理新
农合。

在等待过程中，同住姚庄村
和刘冯氏年龄相当的几位老人
均领到新农保的存折，几位老人
聚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谈到新农
合的存折。“几位老人一起讨论
自己领的是第几次钱，领了多
少，母亲就嘀咕，为什么我没有
把存折给她。”

自己经手办理的新农保，却
没有将新农保存折交到母亲手
中，刘兴合有口难辩，一方面担心
家人误会自己将母亲的养老钱扣
住，也为让老母亲宽心，刘兴合用
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存折，
存进800元钱交给母亲，“我在存折
上写上她的名字，不想让她再为
这件事烦心。”但是刘兴合办理的
存折和新农保存折的颜色不一
样，老母亲与村里其他人一对比，
便识破了，老母亲不依不挠地追
问，刘兴合不得不一直打电话询
问情况，“听别人说是母亲的证件
号码输入错误。”

究竟什么原因呢？姚庄村负
责该项工作的张会计告诉记者，
刘冯氏因为身份证问题，今年参
加新农保，但是存折为什么没有
办理下来他不清楚。随后，记者联
系到安兴镇劳保所刘所长。“第一
批参加新农保的村民还有一部分
没有办理下来，今年参保的人员
要等一等。”刘所长说，劳保所一
共2人，除了整理万余名参加新农
保的人员资料，还有企业的职工
保险，“今年的工作量都很大，所
以参保人员不能急”。

一个电话，提前4天购车票
┮购票新办法出台后，电话订票、网络购票可比窗口购票提前4天
┮记者体验电话订票流程，不到5分钟订到车票

本报菏泽12月25日讯(记者 姚
楠 通讯员 薛萍) 临近春运，菏
泽一些大中院校学生开始着手准备
购买回家的车票，火车站内出现购
票“小高峰”。虽然目前有了电话订
票、网络购票等多种购票方式，还是
有许多人选择来到火车站排队购
票。对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旅客，
电话订票和网络购票优先于现场购
票，市民可选择足不出户的购票方
式，既买到票又少些户外等候。

25日上午，火车站售票厅外排
起30多米的长队，已让人“嗅”到春
运的味道，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
学生模样的人。丛炳涛是菏泽学院
大三的学生，要去潍坊，等候购买时
看到前面长长的队伍，他很担心买
不到票。

当记者问到他为什么不选择电

话订票时，他疑惑地反问起记者：
“电话能订票？怎么订？”经记者解释
后，他方才恍然大悟：“如果打个电
话就能订到票，确实比来车站方便
许多，还不用挨冻受罪。”

像丛炳涛一样没有意识到电话
订票的乘客不在少数，记者随机问
了几名排队的人，要么是不知道可
以电话订票，要么是因担心订不上
票或不知如何操作而选择现场购
买。火车站售票人员反映，先电话订
票，后来取票的人员并不多。

高晓鑫也是菏泽学院一名学
生。她告诉记者，昨天来到火车站
现场购票，当时想买2012年1月6日
的学生票，无奈已经售完，同时也
被告知可以打电话预定，她抱着试
试看的态度拨打订票电话，订到了
2012年1月8日去往烟台的学生票。

“早知道打个电话就能买到票，也
不用之前白跑一趟了。”

记者试着拨打95105105订票
电话，按照语音提示，不到5分钟就
订到一张1月4日发往北京西方向
的T108次列车车票，订票过程中，
要输入到达地的电话区号，或提前
查询列车车次，并准备好纸笔，记
录车票流水账号。

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
2012年1月1日起，所有车票如果采
取网络购票、电话订票的方式，提
前12天、每天15时发售，而火车站
和各代售点只能提前8天；学生票
现场售票提前15天发售。“此举目
的就是为方便旅客，使旅客足不出
户就能买到票，电话、网络购票可
提前买到票，也是鼓励大家采取多
种方式购票。”

满2000元返400元，刷卡不优惠？
消协：买卖双方对格式条款产生歧义，偏向于买方的解释

本报东明12月25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商家“满2000元返现金400元”的
促销活动是真优惠，还是真忽
悠？22日，东明县刷卡消费的黄
女士就被这样的广告宣传忽悠
了一把。

22日，东明县市民黄女士在
下班途中看到，某家电商场正值
六年店庆，推出全场家电满2000

元返现金400元的促销活动，本
想购买一款洗衣机的黄女士决
定趁机选购。

精挑细选后，黄女士最终看

中 一 款 售 价 2 2 0 0 元 的 海 尔
XQB60-M918洗衣机，细算之
下，返现后只需花1800元，黄女
士便刷卡付了款。不料付款后，
商家却告知黄女士返现金活动
只针对现金消费，刷卡消费不在
此次优惠范围内。“顾客用信用
卡消费，商场要支付一笔手续
费，这就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
刷卡消费不在优惠范围内。”商
场工作人员说。

“商场并没有注明优惠活动
只限现金消费，在刷卡付款前，
也没有任何提醒，我要求商场按

承诺给我返现金或者退货。”黄
女士说。对于黄女士的要求，商
场以商品已售出，且并不存在质
量问题为由，均予以拒绝。双方
就此僵持不下。

消协工作人员了解到，双方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家电满
2000元返现金400元”的广告词语
理解上。消协工作人员指出，黄
女士和商家是买卖合同关系，商
家推出优惠活动，并通过发放广
告宣传单、在卖场入口处张贴海
报、在电子屏播出滚动广告等方
式进行宣传，属于一种变现合

同，由于双方利益得失不同，对
该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

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
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
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
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
款。”黄女士已经按照商场标价交
了家电款，买卖合同成立，商场应
当履行合同。经过调解，商家最终
同意退还黄女士300元，黄女士对
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学生小高终于买到了2012年1月6日回家的车票，和
以往的车票不同，实名制购票后，小高的姓名和身份证
号也显示在车票上。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12月25日晨，菏
泽开发区佃户屯办事
处双庙社区双庙村蔬
菜种植大户李祥领的
蔬 菜 大 棚 里 格 外 热
闹，来自邻村组的30

多户种植户代表在这
里现场接受市农业局
专家任兰花关于大棚
蔬菜生产管理、病虫
害防治、蔬菜栽培等
技术指导。本报记者

张歆然 通讯员
刘光红 摄影报道

大棚里

“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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