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方无法保证室内温度，居民不愿花冤枉钱

百大三区320户居民过暖冬无望
本报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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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丢失率高，催生保险业务，防盗也成卖点

电动车卖起“保险锁”
本报首席记者 聂金刚

电动车以经济、环保、便捷
等特点，普遍受到市民的欢迎。
可由于电动车经常失窃，不少
市民购买电动车时都会存在一
定顾虑，为此电动车销售商都
把特色防盗作为了卖点，同时
给电动车上保险的做法也应运
而生。

倦新电动车容易丢

9日，记者在东城沂河路和西
城光彩大厦附近销售电动车的主
要路段，看到电动车专卖店的生意
比较好，购车的人群以年轻人为
主。除了价格外，大多数购车的市
民最先问的就是防盗问题，。

沂河路一家电动车专卖店的
老板说，新买的电动车最容易被
小偷盯上，使用了两三年的电动
车安全性就会上升。“现在向顾客
讲解电动车如何防盗已经成了习
惯。”

市民王先生刚购买了一辆2600

元的电动车，他购买这款电动车是
因为防盗性能好。这款电动车除了
能防盗报警外，生产商还给电动车
配上了遥控钥匙。“就算离得远了，
只要有人偷车遥控钥匙就会报警，
车主能及时发现。”

倦防盗措施成卖点

电动车失窃率高居不下，让市
民和电动车销售商都很不放心，销
售商将防盗措施当成了专卖店的
卖点。

一家经营电动车销售五年的
老板介绍，目前电动车一般都是出
厂就带有一把电机锁，售车时会再
赠送给顾客一把U型锁，这两把锁
构成了电动车防盗的基本手段。

“现在很多销售商都向顾客推荐安
装前插锁，三把锁会更加安全。”

西三路舜意电动车老板周先
生说，防盗已经成了他家电动车最
大的卖点。他家销售的电动车的充
电器都是带编号的，而且从网上也
买不到，车子被偷走后无法充电。

“就算小偷偷走了也无法使用，不
能充电的话卖也没人要，以后就不
会偷了。”

倦失窃险已经在试验

记者在东城沂河路上的一家专
卖店看到，多款电动车都带有保险。
店老板说，出厂的时候每辆电动车都
上了保险。如果电动车被盗，车主可
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赔偿。

据介绍，市民买带保险的电动

车时，都会签一张电动车的失窃保
单。只要车主持有电动车购车发
票、失窃保单和派出所出具的笔录
证明，车主就能从专卖店获得一定
数额的赔偿。半年之内失窃的电动
车车主可获赔买车费用的50%，一
年之内失窃的车主可以获得35%的
赔偿，赔偿最高为1000元。

记者看到保单上面详细列明
了市民所购电动车的车型、电机
号、车架号，车主的姓名、电话、联
系方式，最后还注明了保险的时间
以及赔偿的金额等。

倦电动车上保险可推广

给电动车上保险的老板介绍，
很多人购买他家的电动车，就是因为
电动车出厂的时候都上了保险，即使
被盗了也能获得赔偿。购买电动车的
王先生表示，他购买上保险的电动
车，不是因为电动车质量好，而是因
为防盗性能好。

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保险公司
之所以没有提供电动车保险，是因为
电动车丢失的风险大，赔付的可能
性大，不过给电动车上保险并不是
没有可能。电动车销售商周先生
说：“只要保险公司愿意给电动车
上保险，我们销售商也愿意让顾客
买到安全的电动车。”

食品类和居住类涨幅大，蔬菜类落幅大

东营10月份CPI上涨5 . 3%

本报11月13日讯（通讯
员 徐凤梅 见习记者 杨
琼） 十月份，因宏观调控政
策的调控和上年翘尾因素的
继续减弱等因素，东营市场
物价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同
比涨幅与上月持平，略低于
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0 . 2个
百分点。

列入统计的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项目价格同比呈全部
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食
品类，其次是居住类，其他六

类商品和服务涨幅均在2%以
下。食品和居住类价格上涨
共上拉CPI上涨4 . 68个百分
点，影响程度达88 . 3%，是拉
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和重
要因素。

猪肉价格虽比前几个月
回落，但仍处于高位，由于大
蒜、生姜价格理性回归，大白
菜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跌，
致使十月份鲜菜价格同比下
降13 . 5%，下拉CPI回落0 . 36个
百分点。

东营区政府采购———

让采购在百姓眼皮下进行

本报11月13日讯（通讯
员 生金菊 李树帜 记者

王超） 近日，东营区政府
采购办公室针对政府采购领
域容易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建
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完
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堵
塞管理与操作执行方面的漏
洞，确保各项政府采购政策

和法律法规得到贯彻执行，
提高区政府采购工作水平。

据悉，为防止违规采购、
暗箱操作的发生，东营区政
府采购工作始终注重法律监
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外部
监督与内部监督相结合，依
法依规依程序、多途径接受
监督，着力打造阳光采购。

新职业统一鉴定19日开考

育婴师、心理咨询师报考较热门

本报11月13日讯(通讯员
周梅 记者 李金金) 13日，
记者从东营市职业技能鉴定
中心了解到，,2011年下半年全
国(全省)新职业统一鉴定时间
及鉴定职业“出炉”了，考试时
间为11月19日和20日，目前，准
考证已基本发放完毕。

据了解，开展的新职业
工种为心理咨询师、职业指
导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物流师等，共12个工种四个
等级报名1200余人，参加鉴定
所涉及工种、人数比以往有大
幅增长。其中育婴师、心理咨
询师是近年来东营市报考比
较热门的职业，占到总报名人
数的30%，新推出的婚姻家庭
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等新兴职
业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另外，11

月理财新增全上机考试，报名
人员较多，共有120人报名。

10日上午，家住百大三区的李先生给本报打来热线称，今年小区不能供暖了。“在楼
下贴的通知，说有114户居民不愿意供暖，超过了总数的1／3。”百大的负责人刘总告诉记
者，今年三区不能供暖实属无奈，“我们可以给职工补贴取暖费，但是很多租户和已经卖
出房子的我们没有义务补贴，取暖费收不上来，人家肯定不给暖气。”

取暖产品渐俏质量不能忽视

专家提醒：购买时多看重售后服务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健） 立冬过去近一周，气
温一天比一天低，保暖产品也
开始“重出江湖”。手套、电热
毯、护膝、暖手宝等市场上一
应俱全。“现在一天多的时候
能卖四、五十双手套。”三村市
场一家洗化店的老板说。

“立冬后气温明显降低，
而且这两天温差又大。”经营
小家电的刘女士告诉记者，她
们家电热毯一天能卖20多条，

“冬天没有暖气，晚上温度太
低。”正在买电热毯的小张说，
租住的地方密封很不好，没有
电热毯晚上总是会被冻醒。据
介绍，这几天询问“小太阳”电
暖器的比较多，“每天都能卖

出五、六台吧，随着天气慢慢
转冷，来买的人肯定更多。”

乐天玛特超市专卖保暖
内衣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两天保暖内衣的销量有所
增加。“多的时候一天能卖30
-50件。”开洗化店的陈女士
说，很多骑电动车、摩托车的
市民都开始选购手套。“我也
骑电动车，这几天没手套还
真是骑不了。”据了解，仅陈
女士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
四、五十双手套。她还说，暖
手宝这几天销量也增加了不
少，每天都能卖出二、三十
个，“现在买暖手宝的很多市
民开始关注质量了，今年价
格高的反而卖得好。”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越
来越多的市民开始使用取暖
产品，专家提醒：取暖产品要
注意质量和使用方法，注意
售后服务。

正规厂家的取暖产品外
观都比较细致，假冒伪劣产
品一般外观较粗糙，购买时

一定要检查附件，最好可以
当场通电试用。

知名品牌的售后服务
一般会维持在 3年左右，而
不合格的产品往往难以做
到上门维修，甚至连厂家都
没有。一定要认真阅读使用
说明书。

不是不愿交钱

去年供暖太寒心

家住7号楼的李先生是百大三
区的老住户，“以前一直有暖气，温
度也可以。”李先生说，去年因为给
小区供暖的锅炉要维修，晚供了15

天，又因煤炭不够，早停30天。“这
就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没有暖气。只
要暖气正常，谁愿意挨冻啊。”

6号楼的刘女士说：“有太阳就
没暖气，白天的时候暖气片就是凉
的。去年供暖期的温度最高时才
17℃，低的时候7、8℃，今年我不愿
意交钱了，除非能保证温度。”

据了解，百大三区一共有8栋
居民楼，一层大部分是老人。7号楼
的赵阿姨这两天正为供不上暖气
的事烦心。“我老头今年76了，是特

等残疾，这冬天没暖气可怎么办？”
77岁的张大爷是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老革命，据他介绍，小区的老人
特别多，3号楼上还住着一位90多岁
的老爷爷，“年轻人还能抗过去，我们
年纪大的冬天根本抗不住。”

居民不交费

供不上暖没办法

百大的负责人刘总介绍，三区情
况很复杂。“因为去年暖气供得不好，
今年供暖收费前我们特意走访了三
区的住户。”刘总说，三区共320户居
民，走访了两次的结果是有114户不

同意交纳暖气费。“我们使用的是胜
安社区的锅炉供暖，那边收费是按照
小区总的面积收，三区要一次性交70

万，人家才给供。”
“原来小区是自己烧锅炉的，”刘

总说，但根据环保局要求拆除了，后
经协调，才能使用胜安的锅炉房。“那
边本来就不想供，隔着广利河，管线
太长。我们和胜安社区锅炉那边的协
调过，希望他们保证供暖的时间和温
度，结果很遗憾。”刘总说，胜安社区
锅炉那边规定13号必须交上70万。记
者发稿前联系刘总，他告诉记者，大
部分的居民仍不想交费，今年暖气无
法正常供应，三区职工可按照通知
的时间领取供暖补贴。

13日，记者在西城青
岛路与西三路路口看到，
新铺完一层沥青的路面
上出现一个大坑，面积有
一平方米，塌陷路面的下
面有水，沥青下层的钢筋
混凝土被压碎。一位在附
近上班的市民介绍：“已
经有好几天了，大坑下面
是个下水道，前几天才有
人放上两个路障，应该是
大车压塌的。” 本报
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
道

当心

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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