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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9日讯（记者 石剑芳） 近
日，家住明水的鞠女士向本报反映，她在
大润发购买了10本迪士尼骑马钉英语
簿，货架标签上显示每本标价1 . 1元，在
她拿着10个英语簿付款时，工作人员却
告诉鞠女士，英语簿的单价是2 . 9元。

“我付款完后，又到了文具区看了一
下，价格标签上的确标有每本售价1 . 1
元，打折时间是从1月27日到2月6日。我
去找顾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这
个英语簿的确是2 . 9元每本，超市另一种
英语簿才是1 . 1元每本的促销产品。如果
我不想买可以选择退款。”鞠女士向记者
说道。“既然不打折，为什么标签直指我
拿的英语簿，这是在欺骗消费者，还是在
诱导消费者？”

随后，记者来到大润发超市，在鞠女
士所说的货架上找到正在打折销售的英
语簿。记者看到标签上显示迪士尼骑马
钉英语簿EA520单价1 . 1元，原价1 . 5元，
打折时间却是从1月27日到2月6日。记者
随后拿走一本该标签箭头所指的英语
簿，当记者到收银台付款时，也得到了同
鞠女士一样的说法。

鞠女士反映问题近一周后，记者再
次来到大润发超市，看不到该英语簿还
在打折，货架上仍旧摆放着鞠女士所购
买的同款英语簿，价格并未改变，只是打
折时间延长到2月18日。

记者来到大润发服务台，该柜台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顾客所购买的英语簿
每本售价确实是2 . 9元，价格签上打折的
英语簿要比记者购买的要小。“我在系统
中已经查出两种英语簿的货号不同，可

能是工作人员摆放货物时出现错误了。”
记者观察到鞠女士所购买的英语簿

货号为39581，而价格标签上标注的货号
为39546，确实可能存在摆放错误的现
象。但记者在摆放英语簿的货架上并未
找到每本标价1 . 1元的英语簿。记者在另
一层货架上看到一款类似的英语簿标价
为每本1 . 5元，但并无打折的标签。

对此，不少顾客质疑，“既然之前已
经有顾客反映出货物摆放位置出现错误
的问题了，为什么一周了都没改正？两块
九的英语簿是真的摆错位置了，还是超
市故意在打折货架上摆放价格高的商
品，来诱导顾客购买呢？”

标标价价一一块块一一付付款款成成了了两两块块九九
超市工作人员称售货员放错了货品位置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石剑芳) 到
医院看病，医生诊断后开处方买药本来
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家住宁家埠的王先
生看病后，医生却给他一张写着药名的
方子，让他到指定药店拿药。

近日，王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到章丘
市宁家埠镇医院看完病后，医生并没有让
他拿着处方到医院的药房拿药，而是让王
先生到医院周围的药店买药。王先生夫妇
都有医保，但是在院外的药店买药后，却
无法报销。对此王先生质疑，“到医院看
病，医生却指定院外药店买药，是不是存
在医生与药店合作吃‘回扣’一说？”

记者在章丘市宁家埠镇中心街看
到，以宁家埠卫生院为中心，一千米以内
至少有药店5家，包括健民大药店1家、得
心药店2家、健康人大药房1家、合盈堂药
店1家。刚到医院门口，记者就遇到带着
女儿从医院看完病的李女士。李女士表
示，她要带女儿到健民大药店买药，因为
医生说医院里没有她们需要的药。

记者在医院门口随机问了5位市
民，这些市民都表示到医院就诊时，经
常会遇到医生让他们到药店买药的情
况。当时医生告诉患者，他所需要的药
医院没有货。“一个乡镇卫生院，连治

疗感冒的药也没有？在药店买药又不
给报销，那我们入医保是为的啥？”李
女士说道。

宁家埠卫生院院长李广东告诉记
者，患者反映的事情有可能存在，但该院
在日常检查中并未发现该情况。“按规
定，不允许医生指定药店让病人去购药，
医院与药店并无经济挂钩。因为药品是
通过招标采购配送的，有时药品供应会
出现短暂断档，所以医院在一些基药储
备方面确实欠缺，像治疗腹泻的庆大霉
素、治疗儿童退烧的药和治疗老年人心
衰的药品医院确实没有。如果患者实在
需要，医生只能建议患者到药店购买，但
不会指定药店。”

李广东还表示，章丘市各卫生院全
面实行电子处方政策，如果医生在诊治
完后，有为病人提供手写处方的现象，患
者就应提高警惕。如果医院发现王先生
所说情况属实，医院一定会严肃处理。对
发现一次的医生予以警告，查出两次以
上的医生，医院则会处以停职处理，严重
者医院会与之解除合同。同时，该院下一
步将尽量为患者提供全面充足的基药，
对于无法提供的药品将建议患者到上级
医院就医或到药店自主购买。

医医生生看看病病要要到到指指定定药药店店买买药药
宁家埠卫生院回应称发现后严肃处理

来来了了陌陌生生电电话话，，您您要要多多留留心心
民警提醒多打个电话问问降低被骗风险

骗术一>>

“国家工作人员”要求转账

犯罪分子通过虚拟电话号码给事主
拨打电话，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以
事主银行卡、身份证等被盗用，涉嫌洗
钱、贩毒等犯罪活动，必须转移存款接受
审查为名实施诈骗。其间，为了进一步骗
取事主信任，骗子会诱导其拨打114查证
其来电显示号码系办案单位号码（实际
是通过技术手段虚拟），一旦轻信，犯罪
分子即要求其将钱转存至骗子指定的

“安全账户”，以达到非法占有受害人钱
财的目的。

遇到此类情况，应立即拨打“110”等
电话进行核实；公安、银行和通信运营商
系统的电话并非一个总机，相互间电话
不能直接转接。

骗术二>>

“银行”要升级系统

许多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电脑软
件等冒充银行客服发送积分兑换现金礼
包、电子支付工具升级信息，诱使用户进

入不法分子克隆的虚假银行网站进行相
关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事主的
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再通过网上操作
将其账户上的资金转走。

市民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仔细核
对，并拨打官方号码求证，切不可直接按
要求操作，以免被骗。不要轻易通过手机
短信、电子邮件、聊天工具和搜索引擎中
的链接登录网银，尽量手工输入银行的
官方网址。

骗术三>>

“老板”qq留言请转账

犯罪嫌疑人先盗取QQ号码，再冒充
主人给该号码里面的亲朋好友发送诈骗
信息，很多人收到信息或看到QQ主人视
频后便信以为真，按对方的指示将钱汇
到指定的账号，从而受骗。除此以外，不
法分子还会通过不法渠道掌握一批个人
手机号码、姓名等资料，通过“猜猜我是
谁”等方式冒充熟人打电话诈骗。

市民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找到QQ

或者电话主人核实一下。如果QQ号显示
对方不是在常用地区登录，尤其要注意，
其QQ号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盗取用于
诈骗。

春节将至，无论是资金流动还是通信量都渐渐增多，而春节前后往
往是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怀着“捞一票”的心理，盯
上了市民的钱包。

中奖？欠费？收到不明包裹？都是骗你的！近日，章丘市公安局民
警整理了春节期间易发的电信诈骗形式，同时提出防范意见，为您
揭秘电信诈骗！

本报记者 王帅 通讯员 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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