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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7
今日潍坊

本报6月18日热线消
息 (记者 秦昕 )17日，市
民小林在小卖店里购买
一瓶可口可乐，开盖之后
发现中奖“送一罐可口可
乐330毫升汽水”，店主却
拒绝兑换奖品。随后，小
林拿着中奖瓶盖试图到
其他商店进行兑换，均遭
到了拒绝。

“瓶盖里明明写着送
一罐可口可乐汽水，可是
却遭到店主的拒绝。”提
起自己的遭遇，市民小林
气不打一处来。17日，小
林在中和园社区附近的
一个小卖店，购买了一瓶
500毫升可口可乐汽水。
拧开瓶盖后发现瓶盖上
写着“送一罐可口可乐
330毫升汽水”，她赶忙把
瓶盖递给小卖店售货员。

小卖店的售货员看
了瓶盖之后，很不耐烦地
告诉小林，店里不兑换奖

品，让她到别处兑换。这
让小林纳了闷，平时喝饮
料时，很多饮料公司都会
搞开盖有奖的活动。只要
是开盖有奖，都可以在买
饮料的商店兑换奖品，但
是为啥这次就不行了呢。

在小林的追问下，小
卖店主告诉小林，店里还
有一堆各种各样的瓶盖没
有兑换，现在瓶盖不好兑
换了。先把奖品兑换给了
顾客，但是没有奖品填补，
所以就不再兑换奖品。无
奈之下，小林试图在周边
几家小卖店兑换奖品，但
是都遭到拒绝，最终她只
能拿着瓶盖默默的离开。

对于可口可乐不能
兑现现象，记者拨通了可
口可乐促销活动咨询热
线，向工作人员说明了小
卖店不兑换奖品的具体
情况之后，工作人员建议
记者可以到周边的中小

型超市兑换。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兑换活动并不是
强行执行行为，商家要求
尽量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兑换的奖品是330毫升可
口可乐汽水，与购买的商
品并不是同一种产品，而
可口可乐集团并不确定
商店是否有330毫升可口
可乐汽水在销售。如果商
店内没有兑换商品在销
售的话，可以到其他销售
点兑换。工作人员还表示
本次活动仅是对部分商
家进行奖品兑换活动，由
于不能约束所有的商家
都能兑换奖品，可口可乐
公司要求商家尽量满足
消费者的要求，但是如果
不兑换奖品的话，属于商
家的个人行为。如果其他
的商店都不兑换商品的
话，公司会联系相关人员
进行奖品兑换。

小卖店里中了一罐可口可乐汽水

拿着中奖瓶盖无处兑换奖品

可口可乐中奖瓶盖遭遇“兑换难”。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记者调查发现，对保健品店夸大宣传，把普通饮料当保健品卖，这种情况在保健品市场很有不少。当前，保健品市场鱼鱼龙混杂、真假
难辨，再加上一些销售者夸大其词的宣传，充满诱惑的让利优惠使部分消费者放松警惕，轻易上当受骗。

据寿光市消协工作人员介绍，在本案中，消费者李先生就是一典型，病急乱投医，结果上当受骗。另外，李先生在支付付22000元的货
款后，销售者没有开具任何正规发票和收据，因为缺少购物凭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对消费者极为不利。

寿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醒，保健品上都有一个蓝帽标志，没有蓝帽标志的只是一般食品。消费者在消费时，不要要轻易相信市
场上过度包装、过度宣传的所谓保健产品，对预付费要特别慎重，一定考查清楚后再消费，否则玩“蒸发”、拒返还等等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本报记者 赵松刚

22000元买的保健品竟是饮料
没有治疗效果，推销员拒不退还预付款

本报6月18日热线消息(记者
赵松刚 通讯员 王建名 王

晓林 ) 1 8日，寿光市的李先生反
映，他从市区花费22000元购买一
种瓶装保健品，久服无效，经权威
部门检查后发现，“保健品”没有

“蓝帽”标识，仅是一种普通的饮
料。

家住寿光市区的李先生称，
他患有头疼病已经很长时间了，
到医院看过医生，也拿过不少药，
但是一直没有治好。2012年2月
份，李先生认识一家保健品的推
销员，该推销员极力推荐该公司
的保健品，称该保健品治疗头疼
效果特别好。

李先生信以为真，便预付
22000元费用，订购了这种保健
品。随后，李先生收到该推销员
送来的保健品，并按照上面的使
用说明进行服用。李先生在服用
过程中发现，他的头疼病并没有
得到改善，推销员承诺的治疗效
果一直不明显。期间，李先生也
将这种情况与推销员沟通，但
是，对方告知其使用的时间太
短，需要继续服用。三个月后，
李先生的头疼病还是没有任何见
好的迹象。

李先生感觉到，这种保健品
可能对自己的病情无用，便联系
到推销员，要求退还未消费的

10000多元。然而，这名推销员告
诉李先生，公司内部有硬性的规
定，预付款不能退还。

5月23日，李先生把该事反
映到寿光市消费者协会，要求对
方退还剩余的 1 0 0 0 0多元预付
款。寿光市消费者协会接到李先
生投诉后，把李先生提供的保健
品送到当地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进
行检查辨认。经过执法人员辨
认，李先生购买的这些保健品未
取得保健品的相关批号，没有保
健品标识，只不过是一般的饮
料。

检查结果证实，这个品牌的
“保健品”，不具备推销员宣传的

治疗或者保健效果。寿光市消费
者协会工作人员根据投诉人提供
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推销员，推销
员坚称，预付款无法退还，李先生
不能退款。推销员称，这个品牌的
保健品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市
场反馈效果一直很好。

寿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赶到该保健品洛城街道的销售
点，可是却发现该销售点已经人
去楼空，店铺早已转给了一家杂
货店。5月底，寿光市消费者协
会工作人员通过辖区工商所找到
该保健品新店，并找到推销员。
18日，记者从寿光市消协得知，
推销员最终同意退还剩余货款。

保健品上都有蓝帽标志相
关
链
接

本报6月18日热线消息(记
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
辉 )18日，记者从市救助站了
解到，救助站近日将10名三无
受助人员安置到了市社会福利
院，10名人员被救助时间都在
1年以上。据市救助管理站的
一位负责人介绍，这是该站成
立以来最大数目的一次安置。

记者从市救助管理站获
悉，安置到福利院的10名受助
人员均患有精神疾病，被救助
时间都在一年以上。这些流浪
人员被救助后，尽管采取了长
时间的治疗，但精神状态依然
不佳，至今无法说出自己的相
关信息。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三无
人员尤其是三无病人的救助工
作，救助站按照“先救治、后
救助”的原则，积极做好街头
流浪乞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
精神病人、传染病人的救治工
作。对收治入院的流浪乞讨病
人及时甄别和确认身份，对属
于救助对象的病人，病情稳定
或治愈后，根据甄别的身份等
具体情况进行分类处置。

潍坊市救助管理站还积极
与市内医疗机构联系，按先救
治后救助的原则救助有关流浪
乞讨人员，目前该站对流浪乞
讨人员中的危重病人主要送市
中医院救治，精神病人送市第
三人民医院救治，传染病人送
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送医院
救治的病人经该站甄别属于救
助对象的，所发生的治疗费用
由潍坊市财政部门跟医院一年
一结算。

记者了解到，仅去年一年
该站救治流浪乞讨病人 2 2 4

人，救治费用达150余万元。
其中一部分人员属于三无受助
人员，他们大多患有精神疾
病，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
息，市救助管理站通过各种途
径也没能为其找到家人，因此
长期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为
了使这些三无人员能得到更好
的照顾，市救助管理站积极探
索三无人员救助渠道，近日在
市民政局的协调下，将10名三
无受助人员安置到了市社会福
利院。

患精神疾病

无法提供相关信息

十名受助人

被安置到福利院
本报6月18日热线消息(记者

孙翔 通讯员 赵紫文)原本
只能载人的面包车竟被用来运输
生猪。18日，高速公路交警在巡
逻中查获一起私自改装面包车运
输生猪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称只
是为了省钱。高速交警依法对当
事人进行了处罚。

18日12时许，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交警支队民警在青兰高速诸
城段巡逻时发现一辆未按规定采
取安全措施的灰色面包车随意停
靠在路边。驾驶员正站在车后，
民警随即上前进行检查。民警靠
近后才发现该车部分玻璃已被拆
除，只剩下前挡风玻璃和驾驶室
玻璃未被拆卸。卸下玻璃的车窗
被纸板糊了起来，其中还有些地
方抠出了大洞。透过大洞，民警
竟然发现两头生猪正在车内趴
着。

执勤民警正一头雾水怎么用
面包车拉猪时，驾驶员道出了原
委。驾驶员王某自己在家养了几
十头猪，经常要给买主送货上
门，但是每次也就两三头，雇用
货车运输显然不划算，所以他就
将自家拉人的面包车后面的车座
卸掉，在里面铺上稻草、纸板后
专门用来拉猪。至于玻璃全部拆
除后粘上纸板是因为天气太热，
怕猪在车里面闷热，就用纸板糊
上，以降低车内温度，保持车内
的透风，以免闷坏了生猪。

王某表示，当时他害怕生猪
自己爬出来，于是在路边停车检
查纸板有无破损。正在检查时，
却被交警抓个正着。

高速交警支队民警表示，用
改装的面包车运输生猪属于客车
违规载货，并且还违规停车。民
警通知王某在四五天内到交警大

队处理车辆改型的违法行为，同
时对该司机处以400元罚款。王
某保证回家立即消除违法行为，

以后再也不这样运输后，为让其
尽快运送生猪，执勤民警对其进
行处罚和教育后放行。

卸掉车座、拆除玻璃、糊上纸板

面包车摇身一变成拉猪车

卸下玻璃的车窗被纸板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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