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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的“潜艇”又下水了
因大风影响再次无功而返，张五一说会继续试验捕海参

隔记者 柳斌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0

日，本报报道了火车站打车难的
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
多出租车司机因为1元钱的进站
停车费不愿进站拉客，针对收取
出租车停车费依据的问题，记者
多次联系烟台市火车站综合治
理办公室，但对方一直没有接受
采访。

经常出入火车站北广场的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紧邻火车站
的海港路、北马路已经禁止停车
上下客，想要进入北广场拉客、
送客需要先交1块钱的进站停车
费，夜间交3块钱，若办理“月票”
需120元钱(不限次数)。

据了解，烟台火车站北广场
汽车进出是市火车站综合治理
办公室负责管理，由政府部门牵
头，城管、交通、交警、当地派出
所等部门骨干成员组成，登记的
法人代表为烟台市公安局站前
派出所所长。综合治理办公室至
今已经成立了20多年。

针对收费政策、收费标准等
问题，记者9日上午来到位于火
车站北广场的综合治理办公室
采访，但没人值班，9日下午又没
找到负责人。10日上午继续没找
到负责人，10日下午，记者终于
电话联系上了这位负责人，得知
是记者采访时，对方迅速挂断了
电话，再次拨打已无法接通。

记者了解到，济南、青岛等
火车站曾经也存在针对出租车
进站收费的情况，但后来逐步取
消。

格追踪报道

一元“进站费”

挡住出租车

隔记者 侯艳艳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0日
上午10点半左右，芝罘区西炮台
东路冰轮集团的老厂房内突发火
灾。据目击者介绍，可能是工人用
气焊切割机器时不慎引燃了厂房
内的塑料泡沫，而着火厂房仅一
墙之隔的就是一座加油站。

上午10点40分，记者远远就
看到着火地点上空被灰色烟雾
笼罩。“如果火势再大点，就可能
波及加油站的安全。”围观市民
李先生说。记者了解到，起火地
点与加油站仅一墙之隔，好在火
灾发生时，加油站停电没有营
业。加油站工作人员称，看到厂
房冒出浓烟，他们第一时间拨打
了火警电话。

现场目击者称，火灾约发生
于上午10点半，事发前几名施工
人员在废弃的老厂房内切割机
器，气焊喷出的火花不慎将泡沫
引燃，火势蔓延烧毁了厂房内的
塑料和易燃物。消防赶到后不足
半小时时间扑灭了火，厂房和设
备没有受较大损失，也没有人员
伤亡，目前火灾原因在进一步调
查中。

冰轮厂房着火

旁边就是加油站

隔记者 苑菲菲 报道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最
近，因为店主“跑路”坑苦办卡
人的事情频繁发生。9日，本报
报道了“福海云天”洗浴中心
因为关门，十几位市民卡里的
钱没了着落。无独有偶，开发
区的崔女士在汗蒸店里花4 0 0

元办了张可使用 5 5 次的预付
卡，可用了还不到 1 0次，店突

然关门了。
开发区的崔女士和朋友去

年在开发区一家汗蒸馆汗蒸，
店方称只需花4 0 0元就能享受
55次汗蒸。觉得挺划算，崔女士
就办了卡。去年11月份，当崔女
士再次来到这家店时，吃惊地
发现店里正在装修，门头也摘
了下来。细问才知道，这家店早
关门了，所有的业务都转移到
了店对面的另一家美容会所。

“这卡我们才用了不到1 0

次，对面那家店没有汗蒸项目，
这可怎么办？”崔女士告诉记
者，此次被闪的会员有很多，一
些办美容卡的顾客可以在新的
美容会所继续享受服务，可办
了汗蒸卡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从去年1 1月份，崔女士找
到美容会所，希望对方能够为
她办理退卡，或联系汗蒸馆的
原店主，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对

方一点信儿都没有。今年4月9

日，崔女士再次来到美容会所，
得到的仍然是一样的答复。

对 此 ，美 容 会 所 方 面 表
示，因预付卡的钱并非美容会
所收取，他们无法办理退款，
只能将崔女士的汗蒸卡转成
美容卡。但崔女士说她对这类
美容会所没信心，只想退回剩
下的钱，现在这种情况让她不
知所措。

又一店主“跑路”，苦的总是办卡人

专家解析：

有人以此方式诈骗

市民应当理性消费

鲁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孙明告诉记者，因去年市场经
营大环境不景气，导致一些商
家倒闭，对消费者而言，这些
商家发行的预付卡也因此打
了水漂。此外，也不排除有投
机分子采取发行预付卡的方
式 来 诈 骗 ，以 达 到 敛 财 的 目
的。

孙明说，发行预付卡是建

立在商家信用上的，但目前并
非所有的商家都具备大企业
的 实 力 ，这 种 信 用 也 并 不 坚
实。个体户发行预付卡，法律
管 理 上 有 空 白 ，一 旦 出 现 情
况，相关部门也无法管理。

对此，孙明建议，消费者
本身应该理智消费，不要被预
付卡的优惠诱惑，要认清周期
越长优惠才越大，风险也就越

高的事实，在风险和优惠面前
要谨慎选择。

其次，政府部门应该规范市
场，加强对这类预付卡发行企业
的监管和监察力度，防止企业利
用这类方式扩散风险，继而让消
费者承担风险。对于以此诈骗的
投机分子，公安部门应尽快立案
调查，给这类投机者敲响警钟，
不让他们有可乘之机。

隔记者 李娜 报道
qlwbln@vip. 163 .com

本报热线967066消息 10

日，在开发区大赵家村码头，本
报曾报道的酷似“潜艇”的机器
人海底采集器进行了一次捕捞
海参的水下试验。但受大风天气
影响，辅助渔船不稳，加上海底
水质浑浊，张五一的“潜艇”在近
海区域没有发现海参。

上午10点多，张五一就在海
边开始为出海做准备了。他们把

操作平台、液压泵和长长的电缆
搬到了一艘小船上。这个“潜艇”
造价约30万，可24小时不间断捕
捞海参。

据张五一介绍，“潜艇”沉下
去后，把动力、负压打开，机械臂
前面有摄像头，通过它来寻找海
参，通过吸管再把海参吸到海参
收集仓。除了捕捞海参，这个“潜
艇”还可以用来观察海产品的生
长情况，方便养殖。

据渔民介绍，捕捞海参通常
用人力潜水，每天工资得1500元

-2000元。但是潜水捞海参既是
技术活也很遭罪，危险性还很
大，本地渔民很少愿意干。如果
能实现机械化捕捞，对养殖户来
说可是件大好事。

下午1点多，潜艇开始下水。
渔船驶出海岸，由于当天海上风
力达7级，渔船不停晃动。据张五
一介绍，风浪对潜艇没有大影
响，但辅助渔船摇摆不定不利于
操作的进行。

当潜艇下潜后，摄像头开
启，海床的影像传输到电脑上，

海底的海草、沙石可以看得很清
楚。第一次下潜没有发现海参，
张五一又换了一个靠近石滩的
地方。然而风浪将海底的泥沙搅
起，摄像头中的画面变得模糊，
试验只好结束。

在3月26日，张五一曾在武汉
一个池塘内做了实验，池塘水深四
五米，池塘内的20多只海参被吸上
来十几只。然而烟台海上持续多天
的大风天气干扰了捕捞海参的顺
利进行。不过张五一说，等天气情
况稳定，他会再进行试验的。

请本文线索提供者

孙先生到本报

领取线索奖30元

潜艇需要借助船力到达潜水位置。 记者 赵金阳 摄

张五一通过
观看电脑屏幕，
操作控制面板来
控 制“ 潜 艇 ”运
行。 记者 赵
金阳 摄

工 作 人 员
将 控 制 潜 艇 升
降 的 气 泵 抬 上
辅助船。 记者

赵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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