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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挡风风被被里里面面填填充充““黑黑心心棉棉””
消保科提醒市民谨慎购买

家中暖气

突然不热
可能是污物

堵塞过滤网

本报12月10日讯（见习
记者 张飒特） 近日，家住
鑫源小区东区11号楼的刘女
士向记者反映称，供暖以来
屋里一直很暖和，可今早却
发现客厅里的暖气片冰凉，
刘女士赶紧询问二楼邻居家
里暖气状况，邻居也称屋里
暖气很凉。“怎么突然就不热
了呢？”刘女士感到纳闷。

针对刘女士反映的情
况，记者咨询了商河县集中
供热管理服务中心。据工作
人员介绍，一栋楼上的暖气
冷热不均，并且楼层越靠下
暖气片越凉，初步判断可能
是由于集中供暖运行时间较
长，管道中的污物在一楼聚
集后将过滤网堵塞。而这是
老小区里常见的问题，由于
商河县北部老小区大多采用
串联供暖，在管道底部容易
积累很多水垢、铁锈等杂质，
因此一户供暖出现问题，会
影响到整个单元的采暖。

对于刘女士遇到的问
题，供热部门工作人员建议
用户可以先自行清洗过滤
网。首先关闭进出水阀门，再
用扳子把阀堵卸下，将里面
的过滤网取出用水冲洗后再
装上。如果清洗过滤网后暖
气还不热，建议用户告知小
区物业，联系专业人员进行
检修。

““五五项项整整治治””排排查查公公共共安安全全隐隐患患
欢迎市民拨打热线84888468提供线索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记者 任磊磊

“我买的挡风被破了个口
子，里面竟然冒出了‘黑心棉’。”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有事你说”
打来热线反映，最近买的电动车
挡风被质量有问题，而且没有合
格证。记者对商河县挡风被市场
调查发现，大部分挡风被没有出
厂合格证，有一些是小作坊生产
的产品。商河县工商局消保科的
工作人员建议，市民在购买时应
当到正规渠道购买正规产品。

“那天骑电动车不小心把电
动车的挡风被给刮破了，这才发
现里面的填充物居然是黑红色
的。”家住温馨花园的李女士用
鼻子闻了一下，里面还有一股怪
怪的味道，“翻遍了整条挡风被
都没有找到合格证。”

李女士表示，以前买东西的
时候也没在意过合格证问题，要
不是破了个口子，还真没想到这
东西能用“黑心棉”。记者采访了
20名骑车使用挡风被的市民发
现，大部分市民也像李女士一
样，并未留意过挡风被的质量问
题。记者采访后，不少市民表示，

打算回家检查自己使用的产品
是否有相关证明。

记者走访了商河县银桥市
场发现，市场上充斥着各式各样
的挡风被，价格也大不相同，从
十几元到百元不等。某店面老板
张先生说：“从11月底开始，电动
车挡风被的销量就开始大幅度
提升，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交
易十几笔。”

记者随意查看了几款挡风
被，发现上面的厂家标识模糊，
有的根本没有厂名厂址。不过由
于缝纫比较严实，难以查看到里
面棉芯的质量。张先生解释称，
这些挡风被只是出自小作坊，因
此才没有合格证。

市民对挡风被需求较大，但
是产品质量又难以保证，这让不
少消费者很担心。据工商局消保
科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市场上
的挡风被不排除一些厂家使用
不好的布料和黑心棉作为填充
物。因此消保科的工作人员建
议，在购买挡风被时，可以用手
摸一摸，如果摸起来不滑顺，感
觉填充物很硬、很沉，那么最好
别轻易购买，以免买到“黑心
棉”。

据了解，黑心棉的危害主要
在于短棉絮超标和原料中掺杂
工业废料。短棉絮超标，很容易
穿透棉产品的表面进入空气，人
体吸入容易诱发哮喘等呼吸道
疾病；而掺入工业废料后，就可

能滋生细菌，刺激人体皮肤，轻
则出现红色斑点，感觉瘙痒，重
则会导致牛皮癣等皮肤顽疾。因
此消保科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切
勿贪小便宜，尽量到正规渠道购
买。

本报12月10日讯（见习
记者 张飒特） 近日，家住
泰和名都11号楼三单元的田
女士给本报打来热线反映，
最近几天家里室温一直徘徊
在十四五度上下，而旁边单
元的邻居家有的室温已达到
二十多度。“我到邻居家里串
门时明显感觉到他们家里暖
气很热，只穿件衬衣就行，而
一回到我家就觉得比人家家
里冷，我还要再穿一件棉背
心。”田女士告诉记者。

针对田女士反映的问
题，供热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暖气冷热不均，可能由于管
网水力平衡没有调节好。小
区的暖气管道由一根主管网
向各栋楼里的管线输送暖
气，而暖气管线一直延伸到
各个单元，在管线之间相连
的地方都有阀门。供暖时，供
热部门需要对管道井里的阀
门进行调节，以确保热量均
衡。由于管线的老化程度不
一，因此供热部门要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调节。因此，田女
士家遇到的这种问题不会一
直持续，供热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会尽快安排维修
人员上门查看具体情况。

同一栋楼室温

咋相差7℃

本报12月10日讯（见习记
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帅）
近日，商河县关于公共安全“五
项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即日起
至2015年3月底，在商河县范围
内组织开展公共安全“五项整
治”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
患问题。

此次五项整治主要包括严
格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校
车、油气田等安全监管工作。将
对人员密集、劳动密集型加工
企业及大跨度厂房、高层及地
下建筑、在建建筑工地、小场所
等排查消防隐患，严厉查处消
防违法违规行为；抓住严重交
通安全隐患、突出交通安全问
题和防范管理的关键环节，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
理。

在校车、渣土车、公交车等
重点车辆监管中，要求摸清校
车及乘坐校车师生人数，坚决
杜绝不符合规定的校车上路行
驶，坚决杜绝不符合规定驾驶
人驾驶校车；对全县渣土车实
行24小时监管，集中打击、集中
整治、集中曝光渣土车违法行
为。此外，此次整治行动，还将
开展油气田及输油气管道安全
大检查。

从今天起，本报开通“聚焦
‘五项整治’”栏目，欢迎市民拨
打“有事您说”热线84888468，
举报各类线索。一经采用，将给
予线索费。

吃吃饭饭要要发发票票 六六成成餐餐馆馆搪搪塞塞不不给给
税务部门称：商家不出具发票是偷税漏税行为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云云

近日，有一些市民向本报
“有事您说”反映，在某餐馆就
餐索要发票却遭拒绝，理由竟
是餐馆没有发票。记者走访了
商河县的20多家餐馆，有六成
的餐馆不能出具发票，在随机
调查30名市民中，有七成市民
没有要发票的习惯。税务部门
表示，商家拒开发票有偷税漏
税的嫌疑，市民应该增强维权
意识，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

想要张发票太难了

“在餐馆吃完饭后，要张发
票太难了。”近日，市民刘女士
向本报“有事您说”反映了自己
的经历。早前，刘女士和丈夫在
商中路附近的一家餐馆就餐，
饭后要发票的时候，餐馆的工
作人员表示，“我们的发票用完
了，您下周再过来拿吧。”一周
后，刘女士去餐馆拿发票，店内
工作人员仍称店内没有发票，
要求刘女士过段时间来取。刘
女士说：“他们就一直拖，拖到
你啥时候不要了为止，他们根
本就不想给发票。”

记者前往刘女士就餐的餐
馆，遇到同样的情况。工作人员
给出的解释是店内目前没有发
票，记者问啥时候有，工作人员
称“不是很清楚”。记者走访20
多家餐馆后，约有60%的餐馆不
提供发票，不少餐馆称“目前没
有发票”、“可以打白条”。更有
一家餐馆，在记者打电话订餐
时表示可以开发票，记者实地
去问时，工作人员说“我们这没
有发票，您别要发票了，拿点饮
料啥的”。一名商家说，不开发
票在餐饮业不是啥秘密，很多
时候能不开就不开。

采访中，一些顾客反映自
己在索要发票时也遇到这样的
情况，“发票用完了，您过几天
再来”、“不要发票你选几样东
西”、“我们这刚开业，还没有发
票”。

主动要发票的人太少

记者在青年路一家餐馆发
现，一个小时内，大约有20名顾
客前来结账，只有一名顾客索
要发票，而店内工作人员给顾
客开的是一张收据。记者询问
顾客为什么不坚持要发票时，

顾客王先生称，“又不是去报
销，自己吃饭，人家不给发票就
算了。”店内工作人员说，个人
消费很少要发票，有需要报销
的给收据也可以。

记者在中润时代广场附近
随机调查了30名市民，22名市
民称自己没有要发票的习惯，
他们认为“反正是个人消费，又
不报销，要不要无所谓”。剩下
的市民中，7人说自己曾经要
过，如果商家坚持不给，就不会
坚持。何先生则是唯一坚持索
要发票的，他认为这是消费者
的一项基本权利，不过遗憾的
是，很多时候都难以要到发票，
包括几家大商场。

当记者问到何先生会不会
向有关部门举报时，他说曾经
拨打过举报电话，但结果不了
了之，之后就没有再打过。

商家不开发票是偷

漏税行为

就商家不给开发票一事，
记者咨询了山东舜凯律师事务
所的郭强律师，郭律师认为，发
票是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经济
往来的依据，是税务部门控税

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消费者
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进行索
赔的重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
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
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
服 务 单 据 的 ，经 营 者 必 须 出
具。” 因此，经营者有义务为
消费者提供发票，如果经营者
不履行义务，消费者可以向税
务部门反映，也可以向消费者
协会投诉。

商河县地税局的工作人员
表示，每月营业额在3万元以下
不用交营业税，各家餐馆的发
票都是由地税局免费提供，如
果商家真的没有发票，可去地
税局领取。商家因其他原因不
给开发票，就存在偷税漏税的
行为。地税会对实际情况进行
核实后，根据是否出示发票、发
票金额等情况，给以10000元以
下2000元以上或2000元以下两
种罚款。地税局工作人员强调
市民应该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如遇到不开发票现象可
拨电话84871138进行举报。

“五项整治”会议现场。通讯员 王帅 摄

▲银桥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挡风棉。
本报见习记者 刘慧 摄

挡风被里面的填充物。本报见习
记者 刘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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