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李运恒
王晓霜) 日前，记者接到热线称，北
海新区一座在建的加油站因为铺设
了问题电缆线，被迫停止施工，该加
油站需重新凿开水泥地面更换电缆
线才可以投入使用，出售此批电缆的
淄博商家表示会在了解情况后尽快
协商赔偿。目前事情仍在进一步协商
中。

4月25日，记者见到了加油站的
主要负责人王经理，他告诉记者，
2011年12月份，他们在滨州市耿家
市场购买了一批由河北邢台生产的

“浩华”牌电缆，这批电缆共计400多
米，花费了4000元左右，用于加油站
连接加油机。今年3月份，施工单位
开始铺设电缆，并将这批电缆全部埋
入水泥地下，4月份，临近工期结束，
王经理派人对加油站进行了自检，却
发现电缆外皮很脆，用手稍用力就能
把电缆外皮撕掉，“这样的电缆一旦
投入使用将有很大的隐患存在，而且
附近还有一座加气站，发生事故后果
将不堪设想。”王经理说。

据加油站另一位负责人介绍，该
加油站位于北海新区郝家沟路，属于
中石油的一家加油站，他们作为承包
项目人与石油公司签订工期合同，按
照工期将于5月9日之前完成加油站
的建设，并投入运营，如若在工期内
完不成项目，每天将赔偿违约金1 . 7
万余元。“当时买的其他的电缆都没
有问题，只有这一个批次有问题，没
有问题的都还在施工当中。据初步估
计，因为这批电缆加油站完成建设将
会延迟一个月左右。”

在发现这400米电缆存在质量问
题时，加油站就立即停止了这一部分
项目的施工进程，并在第一时间联系
了出售这批电缆的淄博商家和河北
邢台的电缆总公司。出售此批电缆的
淄博商家张先生表示这批电缆质量

存在问题，不知道是何原因，并表示
将尽快给出答复，耽误的工期会按照
双方协商结果进行赔偿。

4月 26日王经理告诉记者，淄
博商家已派人来到加油站了解具体
情况，“希望他们能尽快解决吧，给
我们换一批质量合格的电缆，毕竟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记者联系到了
淄博商家，负责人张先生表示，电缆

损失和误工费等具体事宜双方还在
协商过程中，会尽快处理，争取双方
都满意。

5月2日，王经理告诉记者，淄博
商家一直没有给出答复，也联系不到
他们，不知道问题该如何解决，记者
随后致电淄博商家却一直未打通电
话。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本报将会
继续关注。

劣质电缆致加油站建设延期
北海新区一在建加油站买到问题电缆，商家表示将会赔偿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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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加油站冒充“中石油”被查

本报 5 月 2 日讯 (通讯
员 高建国 赵璐 见习
记者 吝海滨 ) 博兴县
某家加油站，明明是个体
私营的，却打着“中国石
油 ”的 招 牌 忽 悠 过 往 车
辆，近日，经群众举报，该
加油站被博兴县工商局依
法查处。

“中石油提供的应该
都是机打的票据，这里竟
然还有手工填写的票据，
这家加油站不知道是不是
假冒的，希望你们去查一
查。”近日，来博兴出差的
小 蔡 在 加 油 时 发 现 了 猫
腻，称博兴县某镇内一家
外面标注“中国石油”字
样 的 加 油 站 可 能 是 假 冒
的。

接到举报后，博兴县
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前往调
查 。距 离 这 家 加 油 站 很
远，就可以看见“中国石
油”字样的标牌，以及与

“宝石花”(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图形)相似的标志，很容易
让过往车辆误以为这个加
油站就是中国石油授权的
加油站。当工商执法人员
向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了

解情况时，工作人员一律
回答：“我们是中国石油
的。”可他们使用的手填
票据还是露出了马脚，如
果是中国石油授权经营的
站点，使用的就应该是统
一印有“中国石油”字样
的机打票据。对此，该加
油站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相 关 手 续 目 前 正 在 办 理
中，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换
票。可当执法人员要求加
油站负责人提供“中国石
油”相关授权证明时，其
负 责 人 支 支 吾 吾 无 法 提
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
并没有得到中国石油的授
权。 经查，自去年 5月
份以来，该站未经中国石
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许
可，擅自在加油站顶棚、
立牌、加油机两面、营业
厅外墙等处使用“中国石
油”字样和中石油公司的
商标图案，并私自购买中
石油加油站工作制服让其
员工穿着，这种行为存在
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行为。目前，博
兴县工商局已下达了限期
责令改正通知书，此案还
在进一步的处理中。

本报5月2日讯(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郝瑶瑶)

惠民县朱某冒用他人身
份来到滨城区一网吧应聘
网管，骗取老板信任后多次
编造理由诈骗老板钱财，4

月30日从网吧里盗窃现金
后逃匿，5月 1日就落入法
网。

4月30日，滨城分局市
西派出所接到某网吧老板
李某报警称，其店内网管

“张某”把店里的钱给偷了。
值班民警迅速组织人员力
量查找“张某”，但张某的住
处早已人去楼空，手机也关
机。

派出所民警从张某基
本信息查起，并让网吧老板
辨认。经过查找，网上显示
张某的信息竟与现实中的

“张某”不是同一个人。经过
大量工作最终确定，这个网
管“张某”竟是个冒牌货，真
实身份姓朱，惠民县魏集镇

人。这时网吧老板李某才恍
然大悟，大呼上当，李某说
朱某还骗了自己一千多块
钱。

经网吧老板李某描述，
这个朱某在今年 3月份到
李某经营的网吧应聘网管，
用的是张某的身份，由于朱
某说话做事都比较认真，当
时李某就信以为真，没有仔
细验证朱某的个人情况。朱
某在工作中表现也比较积
极，从四月份开始朱某就以
各种理由向李某借钱，由于
朱某平时表现很好，李某就
毫不犹豫每次都同意了。4

月30日凌晨5时许，朱某趁
网吧老板李某不在，撬开网
吧柜台抽屉盗窃现金300余
元后逃匿，直到这时李某才
知道自己上了当受了骗。

5月 1日上午，民警在
开发区某网吧内将朱某抓
获，经询问，朱某对上述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

冒用身份当网管盗窃300元被抓

加油站一名工作人员拿着问题电缆向记者展示。 记者 李运恒 摄

本报 5月 2日讯 (通讯员 赵剑
商建鹏 见习记者 吝海滨 )

去眼镜店配副老花镜，由于双眼的
度数不一样，店方宣称要为消费者
量身定做一副眼镜，谁知量身定做
的结果竟是多付了一副眼镜钱。

4月 28日，消费者王女士要和
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为了更好地观
赏美景，略上年岁的王女士特意到
眼镜店配了一副老花镜。由于王女
士两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店方建
议王女士不要贪图一时便宜购买现
成的老花镜，最好是量身定做一副
眼镜。王女士觉得有道理，便爽快地

答应了。经过验光、调试、挑选镜框，
王女士戴上量身打造的眼镜后，果
然呈现在眼前一幅清晰的世界。虽
然王女士感觉配好的眼镜价值298
元有点贵，但还是爽快地付款离开。
旅游回来，王女士在和几个老姐妹
聊天中无意得知，其中一个姐妹在
这家眼镜店配的老花镜才花了110
元，而且款式、镜片和王女士的定做
版一模一样。王女士带着疑问来到
店里询问缘由，店员给出的答复是：
别人的老花镜是两个镜片一个度
数，而她的镜片两个度数不一样，是
用了两幅镜片才制成的这款眼镜，

用的料多料足，所以价格就贵。王女
士面对店员的答复一时没了主意，
在家人的建议下决定前往消费者协
会咨询相关事项。

5 月 2 日 1 0 点左右，消协的工
作人员同王女士一起来到眼镜店，
在工作人员的说服下，店方最终道
出原委：原来王女士配眼镜时是由
儿子开着奥迪车送来的，店方觉得
来人有钱，对眼镜的价格肯定不敏
感，于是就一再强调眼镜的质量
好，最终给王女士量身打造了这样
一款高价格的老花镜。最后店方向
王女士道歉，并退还190元费用。

坐奥迪车配镜，价格高出190元
最后店方向王女士道歉，并退还多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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