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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专卖店买的电视难维修
总厂客服与本地售后说法矛盾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赵兴超) 不在专卖店购买的家
电，即使有正规发票和保修卡，也
不能保修，遇到这个棘手问题的市
民李先生有点郁闷。

3 月 16 日，泰安市岱岳区大

汶口镇村民李先生打来热线电
话，反映年前购买的海信液晶电
视出现故障，却不能享受售后维
修的烦心事。李先生告诉记者，
2010 年 12 月，他在镇上一家电
卖场购买了一台海信液晶电视，
商家开具了正规发票，随机附带
了正规的保修单。“前几天，电视
出了一些故障，可我找到售后服
务部门时，他们却不给保修。”李
先生说，售后部门不予保修的原

因，是他没有专卖店开具的发
票，他手中所拿的正规发票和保
修卡不能作为维修依据。“也就
是说，我买他们的家电，必须到
专卖店去买。可他们的保修卡上
也说了，只要是其品牌的正品家
电，就可以享受国家三包服务，
怎么能说变就变呢？”李先生纳
闷道。

李先生也曾拨打其全国客服
热线，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得到维

修服务，没有不在专卖店购买就不
能维修的规定。可与泰城地区售后
服务部门联系，李先生仍旧得到了
不能维修的答复。16 日，记者致电
该家电全国售后服务热线，工作人
员称可以留下详细信息，再由其总
部联系泰安地区客服进行处理。而
在下午，泰城地区一名客服人员告
诉记者，李先生购买的电视，属于
串货商品，按规定不能保修。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解释，关于串货家电维修问题，他
们也曾接到一些咨询。消费者可先
与总厂客服联系，让其与各地代理
商协商解决。串货商品在一定程度
上可能是假货，需要先进行鉴定。
若为假货，工商部门即可进行查
处。若为正品，也将敦促厂家履行
保修义务。对此，李先生有些无奈：

“保修不保修，就只有厂家说了算，
没有第三方约束，消费者还是处于
维权弱势啊。”

“当小偷也不容易，放了我吧”
被抓后拿出三百元钱要私了

“我当小偷也不容
易，你们干什么不依不饶
的。”一个小偷被抓后语
出惊人，令在场民警和被
害人都哭笑不得。

3 月 15 日早上 6 点
左右，岱道庵路附近一小
区居民家进了小偷。房主
刘某介绍，他早上回来取
钱，正好遇见小偷在他家
翻东西，就将他抓了个现

行。小偷被抓住后就想和
他私了：“给你 100 元钱，
你放了我吧。”小偷说，房
主不同意，小偷又拿出
300 元钱要求私了，房主
还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当个小偷也不容
易，你们干嘛这么不依不
饶啊。”巡特警三大队二
中队民警到现场后，小偷
一语惊人，弄得民警和被

害人都哭笑不得。民警从
他身上搜出了一张拘留
证，原来他 3 月 11 日刚
被释放，身上还有一部手
机、一个 MP5 、一只手
表，都是他偷来的。随后，
小偷被移交到岱宗坊派
出所。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荣健 李钦平

顶账顶来的笔记本卖不出去

一脚踢倒商场办公室桌子
先是协议以物品顶

账，将物品抱回去后却无
法处理。3 月 15 日，泰城
一男子翻脸不认协议，一
脚踢倒一商场办公室的桌
子，结果双方扭打在一起。

泰城市民张某曾在财
源大街一家商场里租柜台
做生意，由于赔了不少钱，
他决定撤出商场。在办好
各项手续后，商场退还了
张某剩余的租金，但是由
于商场没有周转现金，决
定暂欠着张某入商场时的
押金约1100 多元钱。

眨眼半年过去了，张
某到商场要所欠的押金，
商场表示确实没钱，如果
张某愿意，希望可以用某
品牌的笔记本抵账。商场
工作人员告诉张某，该笔

记本在商场里卖 14 元/
本，商场愿意用 100 本笔
记本抵账。张某一算觉得
合算，当天便将 100 本笔
记本抱回了家，并且与商
场达成协议，账目两清。张
某将笔记本拿回去后，便
打算将笔记本卖掉，但是
连续摆了一周，卖了不到
二十本。张某到附近一商
店问店主类似笔记本多少
钱，店主告诉张某，类似笔
记本市场价也就5 块钱。

张某听了十分生气，
认为商场欺骗了自己。15

日下午，张某带着侄子来
到商场办公室里，二话不
说，一脚便将办公室的桌
子踢倒。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看他来头不对，立刻组
织人手，结果两方人扭打
在一起。

最终在民警的调解
下，张某将未卖出的笔记
本退还给商场，商场又给
了张某 750 元现金，其余
部分算作张某打砸物品的
补偿。

本报记者 曹剑 通
讯员 王龙兴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记者 熊正
君 通讯员 王文颖) 3 月 16 日晚，在
泰山大街西段，一辆未挂牌的小型工程
铲车用铁链牵引着一发电机，发电机后
面又牵引着一辆小型搅拌机，晃晃悠悠
地上路行驶，被巡逻交警查处。

3 月 16 日晚 7 时许，泰安市交警三
大队夏张中队民警巡逻至泰山大街西
段时，发现一列大约 13 米长的“小火
车”由西向东缓慢行驶。因为车体显得
特别庞大，行驶在路上有些摇摇晃晃，
这引起了巡逻民警的注意，立即示意其
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民警走近一看，这列“小火车”的
“车头”原来是一台小型工程铲车，而且
没有悬挂号牌，这辆工程铲车后面用铁
链牵引着一台发电机，而发电机后面又

牵引着一辆小型搅拌机，这是明显违反
了机动车牵引法律规定。同时，民警要
求驾驶员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员
承认了自己的车没有上户，也没有机动
车驾驶证。

本着安全的原则，民警对驾驶员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铲车属于工程用
车，影响交通秩序，机械专用车辆只能
在厂区内使用，没有牌照的工程车辆是
禁止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违法牵引，影
响交通秩序，并可能会影响车辆原有的
重心平衡、制动等，尤其在拐弯时，一旦
遇紧急状况，很可能发生危险。

通过民警的耐心解释和教育，驾驶
员主动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以后不再发
生这样的情况。随后，民警联系了相关
部门，将铲车等车辆拖走。

市井故事

铲车牵引着发电机，发电机拉着搅拌机
“小火车”晃晃悠悠开上路

交警查处的“小火车”。 本报通讯员 张培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