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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记者遇到正在喝饮料的
市民小刘，“我攒了好几个瓶盖
了，就是不知道去哪里兑奖品。”
市民小刘说，他很喜欢喝饮料，有
时候在路边的便利店买饮料，但
是这些便利店大多没有购物小
票。中奖后，我再返回便利店兑奖
时，有的店主便拿很多托词搪塞
我，不愿意兑奖。没有购物小票，
兑奖时消费者没有凭证，多数情

况下便不了了之。
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类似的情

况，在路边便利店兑奖确实有点
难。“没有购物凭证证明饮料是从
这里买的，这是多数店主的托
词。”面对店主的托词，很多消费
者显得无可奈何。小刘说，他曾到
附近的商店咨询过，不是在这家
商店买的，一般不给兑奖。

随后，记者走访了另外几家

便利店，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不
是在这里买的，肯定不给兑。除非你
买一瓶，现场我就给你兑奖。”一便
利店的经理这样告诉记者，兑奖不
赚钱，而且还很麻烦。“批发商不是
提前给我们奖品，而是将瓶盖收走
后，下次送货的时候再补充兑奖的
奖品。”这名经理说。

在洸河路上，几家商店正在
营业，这些商店销售的达利园、和

其正凉茶，这些饮料都有有奖促
销活动。能不能拿着瓶盖直接来
兑奖？“昨天来送货的人刚把中奖
的瓶盖收走，这个阶段的兑奖结
束了。”一位售货员告诉记者，虽
然现在的活动还没结束，但送货
的人说兑奖已结束，所以他们就
不再给顾客兑奖了。而记者在饮
料瓶上看到，活动兑奖的截止时
间为2012年10月30日。

“原则上，拿着中奖的瓶盖可
以到这里兑奖。”银座超市的一名
相关负责人说，但是在去年，曾出
现过中奖瓶盖造假的情况。为此，
超市进一步规范了兑奖程序。顾
客需要持在购物小票才给兑换。
有的情况下，即使一些顾客不带

小票，超市也给他们兑换了。
这名负责人表示，作为销售

商，并不希望搞这种兑奖活动。兑
奖不仅麻烦，而且也承担着一定
的风险。“有兑奖的顾客，我们就
得安排一名工作人员专门为他们
服务，而且对瓶盖进行分类整理、

和厂商兑换等后续工作，也得找
专人来完成。”这名负责人说。

“瓶盖不好保存，容易丢失，
一旦过超期，厂家就不给兑换，
损失就得超市承担。”在这家超
市，还存放着一些去年的中奖瓶
盖。“顾客来兑奖，我们尽量满

足。如果都拿着中奖瓶盖到这里
兑换，我们可吃不消。”这位负责
人说，中奖瓶盖达到一定数量
后，超市会联系供货商。但是奖
品需要 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
到达超市，超市只能先提前垫付
奖品。

记者联系了汇源果汁果乐饮
料的生产厂家，公司的客服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有指定的兑奖地
点，但具体在哪里，需要和济宁区
域的相关负责人联系后，再告诉
记者。1日下午6点，负责济宁销售
的工作人员回复了记者，他表示，

如果找不到兑奖点，可以到当地
办事处兑换。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济南达利
食品有限公司的客服电话，负责济
宁达利园饮料销售的一名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活动没有结束，只要是在
卖达利园、和其正凉茶的地方，都可

以兑换奖品，没有规定在超市兑换
必须拿小票。“兑换活动对销售商来
说不是强制性的，有些便利店嫌麻
烦，就不愿意帮忙兑换。说兑奖活动
结束，可能是他们不愿兑换的托
词。”这名销售人员说。

“厂家说可以在任何售卖此

产品的地方兑奖，如果销售商不
给兑奖，这是欺骗消费者的行
为。”市中区消协的一名工作人员
说，中奖活动是厂家的营销手段，
兑奖环节不好监管。但消费者如
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拨打厂家
的客服热线进行咨询和投诉。

体育设施的维护经费谁出？

出现意外伤害谁承担责任？

单位开放球场“难题”不少

本报济宁8月2日讯(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实习生 温
丽娟 吴修娟) 济宁曾出台过

《济宁市全民健身条例》，《条例》
中明确提出：鼓励学校、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
体育设施，在不影响教学、工作、
生产秩序和安全的情况下，向公
众开放等。尽管有这样的《条
例》，但目前只停留在口头上，并
没有真正执行。体育设施的维护
经费、出现意外伤害谁承担责
任，是阻挡这些体育设施对外开
放的难题。

“体育部门只能鼓励，并不
能强制这些单位的体育设施向
社会开放。”济宁市体育局群体
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这
些单位的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难题。体育
设施的维护经费、出现意外伤害
谁承担责任，这两个问题如果没
有明确的责任单位，上述体育设
施开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于体育设施开放，学校和

单位一直处于两难境地，不开放
市民抱怨，但是开放后，学校和
单位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由于没
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学校和单位
只能忍气吞声，暂时不会对外开
放。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学校的老
师认为，如果提前预约，以组织的
名义借用体育设施，校方可能会予
以支持。一单位的负责人也表示，
如果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单位的
篮球场是可以对外开放的。

如果在球场上出现意外伤
害，责任由谁承担？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的一位老师说，大学校园
本身具有开放性，目前很多校区
内的体育场地及设施已经供市
民使用。但是在锻炼过程中，发
生过一些意外伤害，当事人要求
学校承担相关责任。场地是免费
使用的，出了意外，校方还要承
担责任，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
情，多数学校是不愿意做的。

另外，体育设施的维护经费
等，相关部门没有配套的政策。

本报“盛夏电影节”活动走进吉祥小区

小朋友边看边表演电影情节
本报济宁8月2日讯 (记

者 范少伟 路帅 实习生
闫贇 孙航 ) 1日，本报

“盛夏电影节”活动走进吉祥
小区。播放的战争影片《夜
袭》，引得老人、小孩捧腹大
笑。看到精彩处时，许多孩子
还现场表演起其中的情节，
玩得特别开心。

1日晚上8点左右，天气凉
爽，许多居民在小区里散步。
吉祥小区的宋大娘早早地搬
着小马扎，在放映场地候场
了。“平常喜欢看战争片，今天
是八一建军节，放这样的战争
电影好！”她高兴地说。

说起与电影的故事，她
感慨地说：“年轻的时候，厂
里组织看电影，一张电影票
才两毛多钱。厂里提前十几
天就把电影张贴出来，那时
候就经常看战争片。现在有
电视了，我还是喜欢看战争
片。”这时，宋大娘指着不远
处的陈大爷，不好意思地告
诉记者，老伴儿陈大爷和自
己同一工厂的工人，“年轻
时，我俩就经常在一块去济
宁影院看电影。”当记者问到
俩人当年的故事时，宋大娘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点左右，看电影的居民
越来越多，现场不时发出阵

阵欢笑声。“终于把你们盼来
了，早知道《齐鲁晚报》举办
的“盛夏电影节”活动，就是
不知道啥时候到我们小区。”
一位60多岁的大爷笑着说，
大热天里看露天电影，很多
年前的事啦！在不远处的小
朋友，看得更是不亦乐乎，他
们席地而坐，笑着打闹着，边
看边表演影片中精彩的故事
情节。

“盛夏电影节”活动由本
报《今日运河》编辑部、市中
区委宣传部、任城区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济宁电影有限
公司承办、济宁天策电讯手
机广场独家赞助。活动于7月
21日正式启动，将会持续到8

月底，每周周六、周日都会在
社区或广场绿地播放电影。
所播放的电影，不仅有经典
的抗战影片，还有《让子弹
飞》、《走着瞧》、《真爹假娘俏
媳妇》等喜剧片。

同时，本报还征集以“我
与电影的故事”为题裁的文
章，内容可以追忆看电影的
年华，也可以写出对当下电
影的思考等等。内容要求积
极向上、感情真挚，文体不
限。作者可以将文章发送至
电 子 邮 箱 ：q l w b f s w @
126 .com，本报将择优刊登。

没地方兑奖

可联系生产厂家

先垫付奖品

超市不乐意兑奖

无购物小票

难在便利店兑奖

周六：济阳大街社区广场
影片：《25个孩子一个爹》
影片简介：养鸡大户赵光，出身

孤儿，是下沟村的乡亲把他拉扯大
的。后来十里八村的孤儿和冒充孤
儿的孩子一起拥向下沟村“认爹”。
通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赵光和孩
子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找
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该片以独特
的角度讲述了一段真实、感人的故
事，表现了人们在当今商品社会中
对于真情的渴望。

周日：快活林广场
影片：《真爹假娘俏媳妇》
影片简介：鹿庄村青壮年多出

外打工，剩下老弱病残和媳妇们，一
些家庭矛盾丛生。被选为留守妇女
互助小组长的花枝俏提出评选“好
媳妇”。辛苦爷的儿子辛劳当年因母
亲去世成了精神病。花枝俏听从医
生建议，让容貌相似的婆婆赵王婶
扮成辛劳母亲。结果不但治好了辛
劳，还帮助赵王婶改掉了坏毛病，和
辛苦爷谈起了黄昏恋。其他媳妇也
在花枝俏感召下成了好媳妇，一片
和谐景象。

电影预告

“揭盖有奖”、“开瓶有奖”，是饮料生产企业常用的促销
方式。中奖原本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有的消费者却高兴不起
来，在兑奖时，他们遇到了不给兑奖或不愿意兑奖的现象。
饮料瓶上没有具体的兑奖地点，销售商对兑奖含糊其辞。对
于这种情况，便利店、超市、厂家各说各的理。

喝饮料中奖
兑兑兑奖奖奖时时时费费费了了了事事事
便利店、超市、厂家各说各的理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生 袁文超

在济宁市一家商城，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瓶盖。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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