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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张泰来） 一名驾驶员被
交警拦下例行酒精检测，结果
显示有酒驾嫌疑。可是驾驶员
却极力辩解称并未饮酒，赌咒
称从来“滴酒未沾”，最后，交
警也将其放行。“经两次检测，
测试值下降很快，驾驶员并未
饮酒，而是生口疮喷了含有酒
精成分的药。”执勤交警说。

1月2日晚，历城交警大队
洪楼中队民警在七里堡桥下
进行酒驾查处。21点23分左

右，交警拦下一辆小型客车，
酒安测试仪一靠近驾驶员，指
示灯就闪烁起来，发出“您涉
嫌酒驾请下车接受检查”的提
示音。

民警要求驾驶员下车接
受检查，驾驶员却一脸无辜地
说，“我真没有喝酒，可能是因
为长口疮喷了药”。说着，驾驶
员还从口袋里拿出两小瓶药
水来，“不信你闻闻，我刚喷了
药”。

民警取来酒精呼气测试

仪对驾驶员进行检测，测试值
达到21mg/100ml，涉嫌酒后
驾驶。这下，驾驶员更激动了，
连连赌咒说自己绝对没有饮
酒，“我从来都是滴酒不沾
的。”对于测出酒精含量的原
因，驾驶员说那是因为口疮难
受，刚喷了药。

民警取过驾驶员的药水
见果然有酒味，就重新对其进
行了一次呼气检测，时隔一分
钟，测试值有了很大改变，降
低到了11mg/100ml，已经达

不到酒驾标准。
“很短的时间里，测试值

迅速降低，由此可见驾驶员真
的没有饮酒。”执勤交警说，鉴
于这个结果，民警也将驾驶员
放行。

交警提醒，一些药品里也
含有酒精成分，如果服用后也
会吹出酒精含量，特别是一些
标明服药后请勿开车的药品，
服用后驾车也会影响反应速
度，为了自身和其他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切勿在服药后驾驶。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杜洪雷）
在过去的一年，济南市有167天街

面无“两抢”，50起命案全部侦破，刑
事立案下降22 . 4%。近日，中国社会
科学院发布的2015年《公共服务蓝
皮书》显示，济南的公共安全满意
度在38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4位。

2015年以来，济南市公安局紧
抓暴恐案件、极端案事件、安全生
产监管、群体性事件、重大活动安
保等治安要素和城市安全脉搏，开
展“政区、站区、景区，校圈、医圈、
商圈”在内的“三区三圈”治安秩序
净化提升行动。

公安机关加强视频监控建设，全
市视频探头已达25万个、治安交通卡
口1758处3200套，构建了“城际出入
口、县际交接部位、乡镇连接点及市
区重点单位和易发案部位”的视频卡
口网络，全市一级管控重点部位基本
形成了视频监控全覆盖。

开展打击“两盗一骗”专项行
动和夏季破案攻坚行动，严厉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侵
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
活动。截至2015年11月份，全市刑事
立案同比下降22 . 4%，暴力案件、侵
财类案件同比分别下降7 . 7%、20%，
全市抢劫、抢夺、入室盗窃、盗窃汽
车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8 . 2%、41 . 8%、
44%和30 . 6%,涉校、涉医案件同比下
降15%和55 . 5%，167天街面无“两
抢”，50起命案全部侦破，成功处置
了“7·12”公交车劫持案等敏感案事
件，群众满意率达99 . 3%。

济南167天

街面无“两抢”

呼呼气气显显示示““酒酒驾驾””，，司司机机为为啥啥被被放放？？
原来是口疮喷了含酒精的药

喝一夜酒开车

路口“出神”

一名驾驶员为庆祝元
旦，跟朋友先后在酒吧、KTV

饮酒，3日上午又自己驾车回
家，结果在长途车站路口等
信号灯时出了神，信号灯变
绿了也不启动车辆，被交警
察觉查获，呼气测试值高达
173mg/100ml。面对交警询
问，驾驶员还反问“你说我是
在哪儿被你们逮着的？”“喝
多了谁还喊代驾啊，我寻思
回家睡一觉拉倒”。

文/本报记者 张泰来
片/监控截图

一一条条裤裤子子俩俩价价签签，，先先涨涨价价后后打打折折？？
卖方：低价标签并非我们所贴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范佳） 市民
李女士称，她的朋友在一品牌服装专柜
以九折价格购买了一条牛仔裤，标价为
898元，回到家却发现价签下还有一个
699元的价签。对此，卖方否认699元的价
签为商家所贴。律师表示，若李女士反映
属实，可要求双倍赔偿。若低价标签为伪
造，商家可以起诉要求赔偿。

市民李女士反映，朋友许女士在经
四路一家大型商场二楼的米祖服饰专柜
购买了一件牛仔连体裤。价签上标价为
898元。从李女士出具的发票和收据来
看，当时许女士在这家商场实际消费了
808元。“那天恰逢商场促销，裤子是按吊
牌价九折买下来的。”李女士说。

“然而回到家后仔细一瞧，我朋友
发现了猫腻。”李女士说，在阳光下，许
女士发现价签下面隐约透出字来。把
表面的价签撕掉，下面竟然还有一个
价签，上面的标价为699元。两个价签
的品牌、货号、等级、成分等信息相同。

许女士的孩子重病去北京治疗后，
衣服的事就托付给了李女士。李女士多
次找专柜协商，商场表示可以退货，但李
女士认为此事为欺诈行为，商家应该加

以赔偿，“699元打九折为629 . 1元，比808
元要低将近200元。明明是先涨价后打
折，其实是变相涨价”。

这家商场的一位李姓经理称，之
前商场没有出现过一件衣服多个价签
的情况。消费者投诉后，他也曾去米祖
专柜查看，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

“现在不好确定价签的来源，但是站在
顾客的角度，商场和品牌公司协商，可
以退货。”李经理说。

米祖女装一位负责人表示，699元
的标签并非是公司贴的，可能是顾客
出于一些目的而伪造的。

对此，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王新
亮律师表示，如果卖方私换价签属实，
则为典型的欺诈行为。《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价
款或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

“但如果699元的价签并非商家所
贴，而是他人伪造，则毁谤了商家商
誉，商家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恢复名
誉，赔偿损失。”王新亮说。

说好的打折变成会员积分

元元旦旦促促销销活活动动成成投投诉诉热热点点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张玉岩 通

讯员 翟玉红 杜陶羽） 4日，记者
从济南市工商局获悉，元旦期间济南
市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咨
询投诉、举报150件，商家促销活动成
为投诉的新热点。

据济南市工商局统计显示，元旦
假期在消费投诉中，作为传统投诉热
点的手机和家电依旧占投诉榜首位。

节日期间，工商部门共收到8件针
对促销活动的投诉。消费者王女士看
到一家家电卖场打出“购满三件折价
10%”的促销活动，可在选购三件家电

付款后，只获得了购物款10%的会员积
分，商家要求只能用于下次消费抵扣
货款。

此外，消费者张女士也遇到了消费
促销陷阱。张女士消费满100元，按照商
家“满100赠100”的促销活动拿到了100元
消费赠券，却被告知必须下次消费再满
百元以上，超出部分才能用赠券抵扣。除
了商家对于用券消费仅限下次、诱导消
费的情况，还有抵用券全凭销售人员现
场解释、众口不一的问题。商家花样繁多
的打折赠券促销活动，和“随机应变”
的现场解释，令不少消费者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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