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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社会

影楼外景拍摄后期处理不过关

新人婚纱照里竟现“电灯泡”

七彩灯亮化广场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赵丽 陆革） 结婚照上

理应只有新娘新郎两个人，可市民王
小姐的婚纱照上却多了个拍照时对
自己指指点点的路人。王小姐要求拍
摄影楼重新制作影集时，对方竟称外
景拍摄不可能清场，照片上有别人很
正常。

家住青岛李沧区的王小姐准备
拍婚纱照，和男友千挑万选之后，选
定了李沧区的一家婚纱影楼，并于
上个月完成了拍摄。拍摄时，他们
将外景拍摄地选在了李村公园。王
小姐记得，当天天气非常好，拍摄
进行得非常顺利。1 0月 1 2日，王小

姐如期拿到了影册。正当二人看得
高兴时，细心的王小姐发现其中一
张合影照的左侧偏上位置有一个
模糊的人影，像是一个年轻女孩。
找到电子版照片放大了一看，发现
这个女孩正抿着嘴看着这对新人
笑，手还往前伸着，似乎在指指点
点。这指点的动作让王小姐想起拍
摄时，曾经听见身后有人对她进行
评论，称她太胖，比不上新郎。虽然
王小姐当时并未发作，但是这些话
却让她郁闷了很久。此时又见照片上
正有人指点她，王小姐心里不是滋
味。

随后，她要求影楼重新制作影

册，并给予精神赔偿。可是对方认
为外景拍摄根本不可能清场，照片
里有人影是正常的。但王小姐认为
自己花了 5 0 0 0多元就应该享受优
质服务，婚纱照对于新人来说是神
圣而宝贵的，出现第三人让她觉得
难以接受。双方各不相让，言语越
来越激烈，最后没办法双方投诉到
工商所。工商人员了解情况后认
为，虽然外景拍摄时不可能清场，
但是背景上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后
期处理使其在照片上消失，因此
照 片 有 第 三 人 是 影 楼 的 工 作 失
误，理应由其重新为王小姐制作
新相册。

吃完火锅
老人突然休克
摔倒致右肩骨折，店方赔偿2 . 2万元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冯云） 因火锅店房间缺氧，一家人在火锅

店内吃完火锅起座离开时，老人当场休克并摔
倒在地，致使右肩锁骨骨折，治疗费花了3 . 1
万元。在消费者申诉之后，工商人员采取约谈
的方式，六次约谈之后，消费者与火锅店终于
达成一致意见，由店方赔偿消费者2 . 2万元。

8月20日，青岛市民任先生到青岛市工商
局崂山分局石老人工商所申诉，称8月14日晚
上，自己和父亲及其他家人在崂山区某火锅店
就餐时，其父亲在就餐现场摔倒，致右肩锁骨
骨折，花费医疗费高达3万余元，要求火锅店
给予经济赔偿。经初步调查了解到，事发当晚，
因当天天气炎热加上火锅致房间氧气不足，任
先生的父亲在用完餐起身时，突然休克摔倒在
地。经医院检查，老人右肩锁骨骨折。截至任先
生申诉时，手术加上住院治疗医疗费已花了
3 . 1万元。

鉴于该申诉案件涉及的费用数额较大，申
诉人情绪又比较激动，当事人双方不适合同时
见面，石老人工商所启动约谈制，分别与双方
当事人单独进行约谈。工作人员一面疏导申诉
人的怒气，另一方面与火锅店负责人进行沟通
交流。5次约谈后，双方当事人都表示愿意配
合调解。

9月28日，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三方会
面调解，在工作人员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
意见，火锅店一次性赔偿任先生2 . 2万元作为补
偿。近日，任先生终于拿到店方的赔偿款。

俩大货车
车牌号行驶证都一样
交警怀疑是车主将新旧牌一起使用导致

本报10月18日讯（记者 盛文静 通讯员
姜平海） 两辆车居然使用同一车牌号，就

连行驶证都是一样。湘潭路某物流公司的两辆
车让市民起了疑。交警调查后怀疑，或是车主
将旧牌、新牌一起使用，才导致“孪生车”的出
现。

10月17日，李沧交警接到市民举报称,在
湘潭路某物流公司停靠着两辆车牌号一样的
货车，怀疑有问题。接到举报后，交警立刻赶往
现场。在被举报的物流大院内，找到了两辆大
货车。经初步查验，这两辆大货车车牌均为鲁
U71019，蓝色解放重型大货车。随后，交警找
到两辆大货车的驾驶人李某、王某，他们分别
出示了驾驶证件，并表明“不知道车牌号相同
的原因和车辆真实状况”。交警现场查验了两
车的行驶证，竟发现全部是真实的,两辆车的
车牌也没有问题。

1 8日，交警经过查证后得知，这辆鲁
U71019号大货车车主曾在今年上半年补办过
行驶证和号牌，初步怀疑可能是车主利用欺骗
手段重新补办证件，然后新牌旧牌、新证旧证
一起使用，才出现了“孪生车”。根据规定，交警
将给予车主罚款4000元，扣24分的处罚。

18日，在五四广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七彩的LED草坪灯。据介绍，广
场草坪将安装200多盏草坪灯，月底前就将完工。灯光通过电脑程序呈现
出多种造型。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号称打长途每分钟6分钱，主动送上门，却没法充值

假冒充值卡“晃了”学生眼
本报 10月 18日讯（记者 管慧晓

通讯员 徐燕刚 鲍文辉） 用“中
国电信一号通”卡打长途，话费每分钟
最低只有6分钱，听到这样的宣传后，
青岛某大学大四学生小周和宿舍的几
名同学都买了这种卡。当按操作充值
却一直充不进去的时候，小周他们才
明白自己上了当。

18日，青岛科技大学大四学生小
周到洛阳路工商所投诉称自己购买的
价值60元的“中国电信一号通”的充
值卡是假卡。据小周介绍，16日中午，
一名自称是中国电信充值卡校园代
理的年轻人，来到学校的学生宿舍里
推销一种叫“中国电信一号通”的充
值卡。推销员自称叫唐飞，所售卡片面
值是60元，拨打长途电话每分钟仅6分
钱。

小周说：“我们都是外地人，总得
给爸妈打电话，这卡打电话每分钟 6
分钱，特别适合我们。而且他还承诺
我们，如果不满意可以立即给退货，
还给我们留下了名字和联系电话，我
们就没怀疑。”在推销员的花言巧语
下，放下疑心的几名学生都购买了这

种卡。
小周拿到卡后按照卡片背面的

操作方法开始充值，对方告知需要两
小时后才能充到卡内，但两小时后仍
没有办法充值。后来小周的手机收到
一条短信，短信提示拨打“4006”打头
的两个电话号码充值和查询，但也没
实现充值。这时小周才意识到可能是
上当受骗了，她立即拨打推销员留下
的电话，对方却百般推脱最后干脆不
认账了。小周表示，希望能够以此提
醒同学们，遇到类似情况不要再上
当。

执法人员按照小周提供的推销员
的电话与其联系，对方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为进一步落实“中国电信一号
通”的真伪情况，洛阳路工商所的执
法人员赶赴电信营业厅。营业厅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说除换手机号码之外
的所有充值卡，都是现场立刻就能充
上值，没有必要等两小时;二是任何充
值卡都会有统一的服务号码，不会用
“400、800”或者个别的手机号码;三是
只要拨打运营商的咨询电话，就能查
询该卡的真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