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店里试穿羽绒服显得很苗条，回家一照镜子咋成大胖子？

店家竟用显瘦试衣镜蒙顾客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曹宏源

通讯员 张树鹏 郝培） 花500
元买了一件羽绒服，在店内试穿时觉
得合身又显修长，而回到家一照镜子
才发现臃肿不堪。26日，夏津县的王
女士遭遇这样一件怪事。

家住夏津县的王女士趁周末在
县城一服装店选购了一件羽绒服。试
穿时通过店里的试衣镜发现，衣服可
体且一点也不显胖，当即花了500元买
下。可回到家再试穿却发现，原来的样

子不见了，镜子里显得臃肿不堪。
于是，王女士拿着衣服回到了店

内。可再试穿发现，衣服依旧显得修
长，王女士回了家，但在家中的镜子
前，衣服却原形毕露了。“店里的镜子
有问题！”王女士再次回到了店内。

但商家不承认镜子有问题，认为
是店内的灯光效果造成的，同时，拒
绝了王女士的退款要求。争执不下，
王女士投诉到了工商部门。执法人员
接到投诉后随即来到该店，发现该试

衣镜高1 . 8米、宽0 . 4米，使用三层水
银镀膜。用平尺测量试衣镜面，发现
镜面略微内凹，并非普通的平面试衣
镜。另外，镜子周围配有强光，使衣服
颜色更显光鲜。

执法人员认为，试衣镜不能如实
反映衣着效果，是一种服务缺陷，侵
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悖诚信经
营原则。经过调解，该店收回羽绒服，
全额退还王女士500元购衣款，并重
新安装试衣镜。

棉籽价跌,棉油企业亏损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徐乐静 通讯员 马俊凯）

近半个月来，德州地区棉
籽价格持续大幅下滑，29日，
武城县棉籽价格已降至0 . 88
元/斤，随着棉籽价格的持续
下跌，德州的榨油企业整体
处于亏损状态。

29日，武城县棉籽价格
已降至0 . 88元/斤，比9月初

下跌0 . 50元左右。
随着棉副产品价格的持

续下跌，榨油厂整体处于亏
损状态。11月，棉油从8500元
/吨降至7300元/吨，跌幅达
14%。两个多月来，部分榨油
企业亏损达几十万。德州一
企业老板表示，因棉籽价格
持续下跌，企业的亏损已经
达上百万元。

应对员工流失

餐饮老板加薪年底留人

本报 1 1月29日讯（记者
高倩倩） 29日，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为应对年底
员工流失，不少餐饮店老板
都忙着给员工加薪涨福利，
还有不少单位将年后的招
人计划提到年前，应对“用
工荒”。

“我们现在通过计算工
龄、增加福利等措施奖励员
工。”29日上午，天衢路上一
家火锅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餐饮业本身人员流动就
很大，尤其是临近年底，人员
流动性更大。“福利保障做到
位了，员工也会觉得踏实。”

29日中午，记者在湖滨
中大道上的一家火锅店看
到，大厅里坐满了正在吃火
锅的客人。火锅店门口贴着

一张招聘启事。“现在招人太
难了，贴出来好久了也没招
到合适的。”一名姓张的工作
人员表示，现在招人很难，还
不如涨点工资留住员工。“新
招个人来，对店里的情况不
熟，忙的时候也跟不上。”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多家
火锅店等餐饮店了解到，几
乎每个店家都或多或少地为
员工涨了薪水，或是提高了
福利补助。“现在正是生意旺
季，店里本来就忙不过来，可
不能再让员工流失了。”经营
一家快餐店的李女士告诉记
者，到了旺季，员工的工作量
也会相应加大，往年也有员
工流失的现象，“我们今年早
早地就给员工涨了二三百块
钱的工资。”

给给苗苗木木加加““衣衣””
11月28日，在德州青年路上，工作人员正在为路边的绿化带覆盖保温棚，确保苗木安全过冬。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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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家政服务价格看涨
同样100平米的大扫除预计要多花50元左右

本报11月29日讯(记者 高倩倩)
离龙年春节还有近两个月时间，29日，
记者从多家家政服务公司了解到，家政
市场已经提前预热，受人力成本增长等
因素影响，市民今年家政保洁要比去年
多花钱了。

29日上午，在天衢西路一家家政保
洁公司内，工作人员正接待预约春节家
政保洁的顾客。工作人员孔女士告诉记
者，往年一般是到12月底或1月初才会
接到大量预约春节家政保洁的顾客，但
今年从11月中旬开始便陆续有顾客前
来预约，“大多是预约腊月中下旬的日
期。”

在青龙街上一家家政保洁公司内，
记者看到其预约登记本上已经有近30

名顾客预约了春节家政保洁服务。“今
年确实比去年早了，刚开始有人来问，
具体价格表都没出来呢，后来陆续有人
来问，我赶紧把价格表都打了出来。”李
经理说，最近几天不断有人打电话咨
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比去年
的家政保洁价格，同样100平米的房
子今年大扫除要多花50元左右。“目
前暂定的保洁价格是一平米两块钱，
去年的时候是一块五，人工成本上涨
得厉害。”李经理说，春节家政服务主
要是保洁业务，因为店里的服务人员
多是从附近乡镇招聘的，临近年底多
会要求提前放假回家过年，每年年底
人手都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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