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今日威海 城事 2013年1月24日 星期四

编辑：高洪超 美编/组版：宋时梅

22日夜，救助站救回俩人
一个是67岁的乳山老汉姜明顺，另一个是25岁的甘肃小伙王大海

┬记 者 许君丽 报道
┬通讯员 于振宝

本报1月23日讯 22 日晚，
威 海 救 助 管 理 站 工 作 人 员 夜
巡，根据热心市民提供的线索，
将 67岁的乳山老汉姜明顺、25
岁的甘肃小伙王大海接到救助
站。

白天，流浪人员位置不固
定。22日晚，威海救助管理站工
作人员乘车在威海市区寻找流
浪者。1 8 点 3 0 分左右，工作人
员接到热心市民电话，一老汉
在高区田村附近流浪。工作人
员立即驱车前往，将 67 岁的姜
明顺接到救助车上取暖。姜明
顺介绍，他是乳山人，老伴早年
去世，有一个儿子在外打工。去
年姜明顺为经区凤林某老板打
工，负责喂猪，这个老板却不发
工资，姜明顺据理力争，没有结

果。老人又没有手机，联系不上
儿子，不得不四处流浪。

根据市民提示，工作人员
又驱车前往羊亭镇的一处无人
厂房，打算救助一名在此流浪
多日的流浪男子。男子称自己
在威海打工的，老板拖欠工资
不给，他一直想讨回工资，因此
拒绝接受救助。工作人员暂缓
救助，准备为男子送去衣服，防
止他冻坏身子。

随后，根据市民提供的线
索，救助站工作人员前往市区
古寨西路附近，寻找一流浪青
年。经过仔细寻找，工作人员终
于在一废旧门市房内找到了25
岁的甘肃小伙王大海。王大海
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姥爷生活，
2012年姥爷去世后，他先到济
南 2 个月，又到威海。在威三个
月期间，因没有身份证，王大海
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当晚，救助

站工作人员带姜明顺、王大海
回救助站，提供了干净衣服、鞋
袜，并安排好住宿。

在此，威海市救助站呼吁

市民，如果在街头遇到流浪儿
童及其他流浪乞讨人员，请拨
打电话 0631 — 5997995，救助
站工作人员会前往提供救助。

┬记者 冯琳 报道

本报1月23日讯 超市购完
物，没出门或刚出门就信手扔掉
购物小票，如此一个不经意的习
惯，丢掉的可能是权益和证据。
市民李女士在市区某超市买了
一个空油桶，回家后，发现才发
现漏油。返回超市换货时，超市
索要购物小票。由于购物小票已
丢弃，李女士自认倒霉。

18日，李女士在市区一家超
市购得一油桶，回家后刚装进花
生油，桶就开始漏油。李女士立
即拿着油桶到超市换货，工作人
员称，必须持超市购物发票才能
换桶。李女士表示小票已丢弃，

工作人员将李女士的情况反映
给部门经理，部门经理给出相同
答复——— 没有购物发票，不能退
换。无独有偶，20日，齐女士在一
家超市买了一个榴莲，信手把购
物小票扔进了超市垃圾桶，回家
却发现榴莲中有一条拇指长的
虫子，还有一堆虫便。没有小票，
她只好认倒霉。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发
现顾客随手丢弃小票的现象并
不少见。21日下午，纪念路一家
超市收银台上有被丢弃的7张购
物小票。记者看到，排队结完账
的顾客在拿走商品的同时，一般
随手把购物发票扔在收银台的
凹槽中，好一点的是，拿走购物

小票，随手一揉，扔到地上或门
外的垃圾桶中。在青岛北路一超
市内，每个收银台前都有一个废
纸篓，每个废纸篓中都有一堆购
物发票，以至于超市保洁人员得
不时拿起废纸篓，倒出发票，再
将纸篓放回。

就此现象，威海市工商局一
王姓工作人员表示，超市购物发
票是最直观、最有效的购物证
明。顾客若遇到类似李女士的商
品质量瑕疵，可拿购物发票向超
市更换物品或索赔。若超市拒
绝，顾客可拿购物发票到工商部
门投诉。若没有购物发票等其他
证明，商家和工商部门有权不予
受理。

超市购物小票，您别随手就扔
新买油桶漏油，买个榴莲有虫子，没发票都只能认倒霉

机场买“进口手机”

回家发现是“国产”

┬记 者 齐璐 报道
┬通讯员 黄琳

本报1月23日讯 日前，广州
的蔡女士打电话到文登大水泊工
商所投诉，称其来威海旅游时在
大水泊机场一店内购买了一款手
机，商场称这是从国外进口的免
税商品，回到广州的蔡女士却发
现手机上标注着“中国生产”。感
觉到上当受骗的蔡女士希望大水
泊工商所能帮助她退货。

蔡小姐与朋友到威海旅游，
临走候机时，蔡女士在文登大水
泊飞机场发现一手机店内出售的
手机样式很特别，店家称手机是
从国外进口的限量款免税品，只
卖1100元，蔡小姐觉得手机很好
看价格也不贵，购买了一款。回到
广州后，蔡女士打开包装，发现手
机内壳上标注着“中国生产”。蔡
女士顿时觉得上当受骗，身处广
州，也没有店家联系方式，蔡女士
查找电话联系了大水泊工商所。

工商所工作人员接到投诉
后，立刻前往店家，成功为蔡女士
退货，并将1100元购机款汇到蔡
女士的个人账户。

法院执行老赖

帮民工拿回13万元

┬记 者 李孟霏 报道
┬通讯员 金少红

本报1月23日讯 22日上午，
来威打工的11位黑龙江籍农民工
拿到了被拖欠一年的13万元血汗
钱，这些钱是高区法院执行法官
从建筑商的账户里“抢”来的。

40岁的姜某从黑龙江老家带
11位老乡，组成一个建筑队常年
在威海打工。2012年年初，姜某从
岳某处承揽了一项建筑工程，工
程完工后，岳某一直拒绝支付报
酬。2012年11月底，法院判决后岳
某仍不主动履行还款义务，姜某
向高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高区法院多次找岳某协调，
岳某拒绝配合。经过摸底调查，执
行法官发现岳某在某部门有13万
余元押金，依法将这笔款项全部
划入法院执行账户。1月 22日上
午，为保证执行款能发到每一位
农民工兄弟手中，高区法院将11
位农民工请到法院，现场发放了
全部工资。

电话网络订票热了，售票点冷了
记者走访发现，市区两家售票点几成取票点，预售票落后两天也是原因

┬实习记者 赵兵 报道

本报1月23日讯 “今年来买
票的人真是少了”，23日上午，市
区一家售票中心的工作人员感
慨。在这家售票点，记者发现，以
往春节购票的“百米长龙”、“彻
夜排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市
民来取票，代售点成了取票点。

23日上午10点，在新威路威

海市售票中心，记者看到大厅里
只有三位市民咨询买票事宜。工
作人员介绍，春节前15天是购票
高峰，往年这个时段最忙，但今
年比较冷清，“以前来买票的人
都能排到售票厅外边，今天开门
都两个小时了，才来了10个人”。

昆明路铁翔售票中心的情
况也大致相同，来咨询买票的市
民只有十几个，没有“排长龙”。

铁翔售票中心王经理说，往年的
“买票大军”没有出现，取票的人
反而多起来，“跟去年相比，今年
不少市民学会了网络订票、电话
订票，大部分市民都是订好票，
再来我们代售点取票。来售票点
买票的大多是农民工和不会上
网订票的市民”。记者在铁翔售
票中心观察了约30分钟，发现十
几个人中，只有一人是来买票

的，其他人都是来取票。
订票技术只是“此间门可罗

雀”的一个原因，政策时差更是关
键。铁翔售票中心王经理解释，

“今年网络、电话订票可以提前20
天，代售点只能提前18天，落后了
整整两天。而且与去年相比，市民
学会了网络订票与电话订票，不
少人都选择了网络和电话订票，
来排队买票的人自然就少了”。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为姜明顺换上新衣服。记者 许君丽 摄

▲青岛北路一家超市收银台
的废纸篓内，堆满顾客随手丢弃的
发票。 记者 冯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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