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王志强 王晓莹)

买了一盒品牌月饼，在食用过程中
却发现了另一品牌的产品，这是咋
回事？阳信县的张先生就遇到这样
一件事，当他找商家说明情况并表
示想要退货时，商家称食品售出概
不退货。

9月23日上午，阳信县的张先生

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考虑到食品
安全问题，就没有选择在街边采购
散装月饼，而是在阳信县城阳城四
路某超市花88元购买了礼盒装“盛
世月圆”月饼。到家后，张先生怕务
农的父母舍不得吃，就亲自打开礼
盒，准备和父母一起品尝月饼。

“盛世月圆”礼盒内部共8盒，
其中有4盒大包装，4盒小包装。张

先生为父母打开两个大盒，里面均
为标注为河北省某食品企业生产
的“盛世月圆”月饼。张先生自己又
打开了一个小盒，里面的月饼却是
山东省某食品企业生产的“秋之
月”牌。张先生又仔细查看了看其
余三小盒，发现存在同样的情况。

当天下午，张先生拿着月饼返
回超市。当向超市经理询问为什么

一个礼品盒里竟然出现两个厂家
的月饼时，超市经理称他们的月饼
都是正规厂家采购，应该不会出现
问题。在检查完张先生拿回的礼盒
后，超市经理表示由于食品的特殊
性，售出后概不退货。张先生在9月
24日上午向当地消协进行了投诉。

经消协工作人员调查发现，张
先生投诉属实。由于销售旺季来

临，多品种大数量月饼集中上市，
在张先生购物前，超市的月饼礼盒
区出现过“堆货”倒坍现象，在收拾
整理过程中，营业员忙中出错，发
生了混装。鉴于超市销售的同批次

“盛世月圆”礼盒未出现混装现象。
最终，经调解，超市经理向张先生
致歉后，为其更换新“盛世月圆”礼
盒一件。

一盒月饼冒出两个生产厂家
正值月饼销售旺季，超市员工忙中出错导致混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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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9月24日讯(记者 张卫
建 通讯员 崔晓辉) 无棣县
的王老汉捡了个大便宜：仅用
2300元就买了一台“名牌”太阳
能，商家还赠送了一辆电动车，
但三个月时间不到，电动车和太
阳能相继罢工。王老汉找商家理
论，结果发现商家早已关门大
吉。

今年6月，无棣县车王镇温
家庙村的王老汉到邻村的蒋桥
村赶大集时，接到了一张广告宣
传单，宣传单上写着买“名牌”太
阳能中大奖，奖品有电动车、电
脑、电冰箱等。考虑到现在市场
上一个普通的太阳能热水器也

得需要2000多块钱，看到如此优
惠的促销活动，王老汉动心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老汉就坐
公共汽车进城去买太阳能，经过
一番精挑细选后，最终选中了价
值2300元的“名牌”太阳能，赠品
是一辆标着外文的电动车。商家
承诺，太阳能十五年保修、五年
更换主机，即使以后出了问题，
只要打一个电话，他们就上门给
修理。

但三个月时间不到，王老汉
的电动车和太阳能都罢工了！起
初是电动车骑了不到俩月，电池
就越来越充不进电去，后来彻底
变成了自行车，王老汉给卖家打
电话，手机无法接通。王老汉只
能在镇上花了360元钱给电动车
换了块电池。后来，太阳能的水
管子裂了，给卖家打电话，电话
还是无法接通。王老汉又花了
110块钱换了水管子。最后，太阳
能的桶也漏了，水流了一屋顶，

顺着房檐往下滴答水，王老汉爬
上房顶一看，根本不是商家当时
称的彩钢桶，而只是是一锈迹斑
斑的铁皮桶。

本以为捡了大便宜，没想到
却是大累赘，王老汉就天天给县
城的女儿王某打电话，让她去商
城找卖太阳能的。可王某去了几
次，都是大门紧锁，旁边的店家
告诉王某，卖太阳能的早就关门
了。王某后来将此事反映给了当
地消协，消协工作人员调查后得
知，卖“名牌”太阳能的都是外地
人，他们只租了三个月的店面，
里面根本没有装潢，只是拉了几
条简陋的横幅，摆几台太阳能热
水器和电动车，连个固定电话都
没有，联系方式只有一个手机
号。他们一般先去农村大集上发
放宣传单，宣传、销售加上安装
仨月足够他们卷钱跑路了。

最终，无奈的王老汉自己又花
了500块钱给太阳能换了保温桶。

买一送一，终成坏一赔一
老汉轻信促销广告，热水器电动车仨月均罢工

双节走访保安全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确保辖区治安秩序稳定，有效防止节假日
期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全镇人民过上安全、祥和、快乐的中秋
节，9月21日，滨州市阳信县公安局商店派出所将“十八大安保”、“打四
黑除四害”、“安民行动”、“校园安保”等专项行动有机结合，组织各警务
区民警深入辖区农村、校园周边的小卖部进行走访。

本报通讯员 邱胜岩 记者 王忠才 摄影报道

为骗钱财，自导自演“苦肉计”

2012年8月份，滨城区女子兰某通过网
络认识了惠民县贾某，两人在网上聊得甚
欢，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9月11日晚上，兰
某像往常一样与贾某聊天，贾某在聊天中
突然间说，“我因为你和别人打架被人捅伤
了腿，你得对我负责，给我医药费。”

兰某看到后就愣住了，怎么会和自己
有关系呢。兰某当即提出不同意，称自己平
时和他人又没什么过节，贾某怎么可能会
因为她的事情去和别人打架还被捅伤了
腿。看到兰某拒绝后，贾某不依不饶并放言
称，如果兰某不同意就找人教训兰某的对
象。兰某担心家人会受到牵连，就同意先和
贾某见面谈一谈。

9月12日，贾某电话里告诉兰某公安局
因为和别人打架的事情正在抓他，不方便出
来，让兰某到汽车站某宾馆找他。兰某进屋
后发现贾某用被子盖着腿躺在床上，贾某一
看见兰某就说要让兰某负责，并掀开被子让
兰某看自己的伤势，只见贾某的左大腿被绷
带过了好几圈，看上去“伤势较重”。

贾某要求兰某对自己负责，包括医疗
费之类的，遭到拒绝。贾某上前就把兰某的
手机抢了过来，不让其走，并说要带兰某去
见他大哥，说着就拿着手机走出了宾馆。兰
某发现贾某走路的姿势很正常，根本就没
有受伤，这时兰某觉得自己受骗了。

百密一疏，阴谋识破终被抓

贾某拿着手机拦了一辆出租车就
走，兰某急忙从宾馆出来骑着电动车就
在后面追。追了一会儿，贾某下车走到兰
某面前对她说，他已经联系“大哥”了，一
会儿“大哥”就过来。这时兰某趁机将自
己的手机抢了过来，可是贾某又将兰某
电动车的钥匙抢了过去，僵持了一段时
间也不见贾某声称的“大哥”过来，兰某
就提出要走。贾某仍旧不同意，并提出让
兰某拿2000块钱才把电动车还给她。

兰某再次拒绝后，贾某又恐吓兰某，
称因为兰某把事情闹大了，现在大哥”已
经找好人了，兰某要是不给钱，就找人教
训兰某的对象。兰某执意要走，贾某趁机
骑着兰某的电动车跑了。

兰某回到家后告诉了家人，然后通过
QQ联系到贾某，谎称她与家人闹僵了想
见他。9月14日上午，贾某来到和兰某约好
的地点，不料却被兰某及其家人抓住，并
扭送到了滨城公安分局市中派出所。

敲诈勒索，只为上网玩游戏

滨城公安分局市中派出所接到群众

的扭送后，联合刑侦大队一起对贾某进

行了审讯。贾某向民警讲述，当时骑走了

兰某的电动车后，来到一个二手车回收

店，并谎称家里父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

就以六百块钱的价格把电动车卖了。拿

到钱后，自己就搭乘出租车到了淄博一

个网吧玩游戏，一晚上就把卖电动车的

钱花光了。当问到为什么骗兰某自己被

打时，贾某说，当时手头没钱玩游戏了，

就想吓唬兰某弄点钱。

民警通过调查得知，原来这已不是贾

某第一次行骗。在2010年6月份，贾某在青

岛某区通过网络聊天，先后谎称自己祖父

去世，没有路费回家，自己需要回部队等

理由骗取了女孩刘某的信任，并先后骗了

刘某一千余元，而骗取的这些钱，贾某都

花在了一个名为“征途”的游戏上。目前，

贾某因涉嫌敲诈勒索已被刑事拘留。

游戏成瘾，终酿恶果
一男子为玩游戏骗取钱财，现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本报通讯员 刘书凯 郝瑶瑶

男子贾某通过网络认识了女
子兰某，骗得兰某信任后，自导自
演了一场“苦肉计”来骗钱，不料
拙计被识破，骗钱不成改敲诈勒
索，最后被兰某家人给扭送到了
派出所。谈起起初骗钱到敲诈勒
索的经历，贾某称只是为了上网
玩游戏弄点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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