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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药店诊所当街熬中药
市民担心卫生状况不达标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
牟张涛 实习生 王明

婧 ) 本报曾在2月24日报
道，铁西大道和三八西路交
叉口三盏路灯腐蚀严重，灯
头随时会掉下来。因一直无
人维修，14日记者发现，其
中一个灯头已经掉了下来。

1 4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路段不少路灯经多年
风吹日晒，腐蚀严重。四盏
路灯只剩三个，其余灯头也
已摇摇欲坠。附近从事摩托

维修的一家店主告诉记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这
些灯头已经‘悬’了很长时
间了，看着就害怕。而且这
个地段晚上特别黑，车辆又
多，很危险。”

随后，记者联系到运河
开发区建设局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介绍说，5月份该
地段会启动商贸大道路灯
工程，目前正在协调供电公
司，让他们派工作人员尽快
摘除危险路灯。

路灯灯头已经掉下来了
相关部门：会尽快处理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王金强) 砂锅当药罐，

煤炉当街烧，这种传统熬
中药的方式在德州街头并
不少见。13日、14日，记者
调查发现，中药代煎服务
需求不小，但街头药店代
煎中药的卫生条件堪忧，
中药熬制时间及收费等方
面的标准也不统一。

炉火升起，药味随风
扩散，不时引起路人的注
目。13日上午，在德州市
大学路一家药店门口，
药店工作人员当街燃起
煤炉熬中药。工作人员同

时摆出九只药罐熬药，操
作完毕后，随手把水壶、
过滤药渣的漏勺裸放在
花 坛 边 沿 上 。花 坛 边沿
已被熏黑，挡风的木板也
被烧穿了几个洞。

在德城区萧何庄社区
的一家中西医诊所门口，
一名男子正在给熬中药的
煤炉加火。该诊所工作人
员说，只要在这里拿中药
就可以免费煎煮。“在药店
代煎确实方便，但是总感
觉卫生状况不是很好。”在
湖滨南大道，刚从一家药
店买药的高女士说。

德州市立医院药剂科
主任杨玉珍告诉记者，在
市立医院选择中药代煎的
市民大约有40%，相比西
药而言，中药煎煮并不一
定需要无菌的环境，但是
保证其卫生状况仍是十
分必要的。医疗机构煎药
室的设置、人员资质、煎
药设备、煎药流程、药品
包装等都有一定的规范，
但街头熬中药往往难做到
这一点。

14日，记者走访多家
药店了解到，药店在代煎
收费、熬制时间等方面标

准也不统一。一般在药店
买中药 ，就 可 享 受 免 费
代煎服务，但绝大多数
药店不提供从外面拿药
的 代 煎 服 务 。一些收费
的药店，收费标准是1-2
元每袋。

德兴路一家药店的工
作人员介绍说，一般药材
熬制成能服用的中药，需
要1-2个小时。“泡药、熬
药都需要时间。”德城区三
八路的一家颐寿连锁药店
的营业员说，药店熬制中
药根据药剂师指导来，时
间没有统一的标准。

本报讯 3月13日，安
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
开展“3·15”进社区活动来
到德城区萧何庄社区，安利
志愿者现场教市民分辨真
假安利产品，并提醒消费者
网上售卖的安利产品近半
是假货。

“目前安利仅通过自营
店铺和营销人员销售产品，
广大消费者请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正品，以免上当受
骗。”安利志愿者告诉记者，
目前，安利在全国各大城市
设有自营店铺并通过安利
营销人员销售产品，从未授

权任何企业或个人在网上
售卖安利产品。

据介绍，2010年，安利
曾委托全球知名的第三方
检验鉴定机构，对淘宝网上
售卖的安利产品进行了抽
样购买和检验，结果显示
46%为假冒产品。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不法商贩利用网店向消费
者兜售过期、变质甚至假冒
名牌产品，不仅给消费者造
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也
严重侵害了正规企业的信
誉，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网购安利过半是假货

格追踪报道

14日，德州市人民医院的门诊输液室里挤满了输液的
市民。由于最近气候干燥，冷暖交替频繁，致使抵抗力较低
的老人和儿童患感冒的人数增多。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感冒又扎堆

当街煎药的药罐排了一排，煎药设备简陋。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

本报3月14日讯(记者
牟张涛 见习记者 郭

光普) 小区地下室没电，
为了方便电动车、洗衣机
等物品用电，不少市民自
己接线将插排从楼上延伸
到地下室，最长的竟有四
五十米。

14日上午，记者在德
城区一些小区看到，很多市
民从楼上的窗户里探出一
根电线通到地下室里，有的

楼层比较高且地下室和楼
层也并不是垂直上下，插
排电线要斜跨好几个单元
才能延伸到地下室，最长
的长达四十多米。电线裸
露在户外，纵横交错。

“这个小区比较老，
地下室都没电，所以拉根
电 线 下 来 。”一 位 市 民
说，自己骑电动车上班，
下班后直接推进地下室
充电，不愿提着电瓶上楼

去充电。至于长达数十米
的带着电线的插排从何
处购得，市民说都是从五
金店里买的插座、插头和
电线自己组装。

在几家五金店里，记
者看到单独的插座、插头
和电线都有销售。插座价
格从4块到20块不等，电
线的质量也有好有坏，1
米的价格从1块到3块不
尽相同。“这个很好接，自

己拿螺丝刀就能接上。”
一位店主称，组装插排没
有什么技术含量，顾客用
简单的拆卸工具自己就
可以装好。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自己组装的插座容易电
流不稳，会影响电器的寿
命，另外电线长期裸露在外
面，表皮容易老化，稍有不
慎便会引起短路，引发火灾
甚至有触电的危险。

地下室没电不方便

楼上居民纵横几十米“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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