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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推销清洁剂的人又来我们小区了，你
们可要小心，不要上当，去年我就吃了这亏……”
家住新城区峨眉山路某小区的董女士对邻居如
是说道。

上门推销产品 业主遭忽悠

董女士说：“去年有两个妇女，到我家来推销
清洁产品，我婉拒无果，只好让她们到厨房示范
效果。俩人利落地从包里拿出清洁剂、毛巾，一
人拿着清洁剂对准抽烟机、煤气灶……一顿喷
洒。数分钟后，另一人用毛巾擦拭喷洒过的地
方，我上前看了看，确实抽烟机面板干净了。”

“看到产品的效果，我便没有戒心，向她们询
问价格。一位长头发妇女说，这款产品无污染、
去污能力强，在超市，标价45元一瓶，近期，厂
家搞活动，买二送一，90元3瓶，比较划算。我本
想买一瓶，试试效果，那女人说，一瓶价格不优
惠，需要45元。我犹豫再三，想着家里少不了用

清洁剂，就买了三瓶。”董女士如是说。
“第二天，我打开包装，在厨房有污垢的地方

喷洒清洁剂，片刻后，用毛巾擦拭，却没见昨日的
神奇效果，我这才知道上当了。”董女士说。

无独有偶，同小区的张女士也上过当。张女
士说，你这还算好的呢，花了90元买个教训。我
才叫惨呢，也是去年这个时候，两个人来我家推
销清洁剂，我当时没多想，在他们的一顿忽悠之
下，买了900多元的产品。过了几天，我打扫卫
生，就用清洁剂擦拭沙发，等大扫除完，我发现沙
发的一些地方褪色了，你不知道我当时有多悔有
多气，那是一件真皮沙发，将近10万元呢，提到
这事我就来气。

推销人员又登门 引发物业业主不满

听到推销清洁剂的一伙人又来了，引起了业
主们的紧张与议论。东三单元的郑女士表示，我
们这栋楼，有老人也有小孩，他们都缺乏安全意

识，不怕他们推销产品，就怕“踩点”做坏事。张
大妈说，这些人真是胆大妄为，怎么能到小区里
推销产品，谁允许他们进来的？

“我们小区里有物业工作人员，各进出口都
有监控，陌生人怎么进来的？”一业主的疑问，引
起了众业主的共鸣。

业主们怨声载道，最后把责任归结到物业。
小区的物业人员表示，这个小区共有 6 处进出
口，地下车库有三处通道通往楼层，个别业主平
时不注意，途经地下通道时不刷卡，而是踢门进
入。地下通道的门经常坏，容易给外来人员可趁
之机，方便他们溜进来。小区内有东、西、北三处
道路互通，难以管理。

听到物业人员的一席话，一业主表示，物业
人员应该尽职尽责把业主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允
许陌生人进入，业主们也应该齐心合力，共同去
维护家园，爱护公共设施，在微信群里多交流、沟
通，摈弃不好的习惯、作风。 （记者 安卿超）

上门推销产品的这伙人又来了
引发物业业主“内斗”

社址：枣庄市文化中路61号 邮政编码：277102 电话：18963211376 印刷：本报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枣工商广字第05001号 广告部电话：18963211376 本报自办发行 订阅者请到当地发行站 发行部电话：3310562

街道上的垃圾桶大家想必都不陌生，可垃圾
桶中间设立的废电池投口，你知道是什么作用
吗？近日记者调查了城区多处路段的垃圾桶，发
现垃圾桶虽然设立了废电池投口，但废电池回收
箱多数为空，有的甚至结出了蜘蛛网，废电池投
口形同虚设。

当天下午1时记者在薛城区光明路上调查，
发现该路段的垃圾桶在中间都有一个电池形状
的投口，投口下面还贴有“废电池”字样的提醒
条，这就是垃圾桶专设的废电池投口。市民可以
将废旧电池通过这个投口丢进垃圾桶内的废电
池回收箱内。然而记者一连查看了几个垃圾桶
后发现，废电池回收箱内多数是空的，少部分里
面甚至有石头或烟头等垃圾。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口就是回收废电池的，
现在的公共设施设计的可真细心，就连垃圾桶都
能这样分类。”家住燕山小区的任女士表示，平时
家里若有废旧电池需要扔，她都是和生活垃圾放
一起，然后一起扔，从未注意过垃圾桶设立的废
电池投口。

在泰山路上，正在路边往垃圾桶内扔垃圾的
王先生也表示，他只知道垃圾桶有可回收垃圾和
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类，却从未听说还有废电池投
口以及废电池回收一说。“就算知道又如何，谁家
扔垃圾时还会把废电池从垃圾里挑出来，然后分
开丢？所以我觉得这废电池投口就是一个摆
设。”王先生说。

根据任女士和王先生的说法，记者发现垃圾
桶废电池投口的使用率确实有些低。在黄河路
上，记者看到路边垃圾桶的废电池投口内已经结
出了好几层的蜘蛛网。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可
见废电池投口的使用率并不高。

电池虽小，问题却大。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
发现，电池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如锌、铅、
镉、汞、锰等。一粒纽扣电池能污染600立方

米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
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废旧电池如果与生活垃
圾混合处理，电池腐烂后，其中的汞、镉、
铅、镍等重金属溶出会污染地下水和土壤，再
渗透进入鱼类、农作物中，破坏人类的生存环
境，威胁人类的健康。人如果汞中毒，会患中
枢神经疾病，死亡率高达40%；废旧电池中的

镉元素，则被定为致癌物质!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要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任女士表示，希望大家把家里的废电池搜
集后扔到垃圾箱专设“废电池”口，方便相关部门
统一处理。

（记者 寇光)

垃圾桶废电池投口无人关注成摆设

超市收银存“猫腻”

结账多了几分钱

前日晚上8时许，住在远航领秀城小区的居民王先生下班回
家，在停车的时候，发现一辆私家车开着车灯但车内无人，王先生
猜测是该车主忘记关车灯了，他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了这位马大哈
车主。对于王先生的热心帮忙，这位马大哈车主非常感激。

王先生介绍说，当晚他下班较晚，到达小区后已经没有了车
位，于是就将爱车停在了小区附近的停车位上。停好车后，王先生
下车检查车辆是否关灯并锁好门窗，没想到无意间发现挨着停的
一辆车开着大灯，王先生敲了该私家车车窗，确认车内无人后，就
猜到肯定是车主忘记关车灯了。

前段时间，王先生就因为自己马虎大意忘记关车灯了，导致第
二天车辆出现电量全无的情况，因为此事，他特地请了一天假，去
修理汽车的电瓶。现在看到这辆私家车忘记关大灯，他很担心对
方也会经历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遭遇”。

好心的王先生决定找到这位马大哈车主，他先是找到小区的
物业工作人员查询车辆信息，但该私家车并没有登录备案，又停驻
在小区外面，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没办法确定就是该小区的车辆，随
后王先生又联系了邻居，大家通过微信发朋友圈，终于找到了这辆
私家车的主人。

私家车车主起初还不信，下楼后发现的确是自己忘关车灯了，
王先生在车旁足足等了40分钟的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该车主得
知情况后非常感谢王先生。

（记者 董艳）

车停马路边 大灯忘了关

“小区微信圈”找到马大哈

亲子采摘、干农家活、吃农家饭、入住乡野民宿

乡村自驾游名堂可不少
“一直听说这儿很美，空气很清新，就趁着假

期带着孩子过来玩一玩，真是比城里有意思多
了。”5日，从薛城区自驾到山亭区葫芦套景区游
玩的市民于女士说。据了解，双节期间，不少市
民选择到城郊乡村等非传统景区景点自驾游，观
农家景、赏农家俗、干农家活、吃农家饭，体验田
园生活。同时，我市各乡村旅游区（点）和农家乐
也通过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质量、举办各类
采摘活动等，吸引广大市民前来，特别是短线农
家乐游人数量大幅增长。

近日，朋友圈中，不少人“晒”起了乡村游的
照片。记者从我市多家采摘园了解到，双节期
间，家庭游客占了大多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到采摘园内体验乡村田园生活。近年来，各农业
采摘园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并且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乡村旅游变得越来越“高大上”，也吸引了
更多游客前来，成为引爆今年黄金周乡村游的重
要原因。据了解，如今，不少农业园区已经成了
专业为游客采摘而建设的园区，充分考虑游客的
需要，除了传统的采摘和餐饮等项目外，还在园
区内“上马”了娱乐、民宿等项目。

在山亭区葫芦套景区内，不但有大片的原生
态景区，还有现代化的高科技大棚方便游客采
摘。采摘大棚中，还修建有专供游人行走的水泥
地，蔬菜也尽量种在木架上，游客不用弯腰也能
方便采摘。海子村素有“小三峡”之称，一位从菏
泽的游客说：“这边风景不错，在大山里边，有山
有水，再加上本地小吃菜煎饼一吃，又香又酥，确
实感觉很不错。”回到屋内，DIY的时尚空间、工
夫茶免费品饮……在山亭区多个景区，风格各异

的民宿成为众多旅游者的住宿首选。
“住一个晚上也就两三百元，不仅方便还能

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跟宾馆比起来真是超
值。”来自济南的游客老方是个典型的背包客，他
每到一个地方，都首选民宿。在他看来，住民宿
不仅价格实惠，还能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在城市
住惯了钢筋水泥的高楼，住进乡间民宿可以听着
阵阵虫鸣、枕着雨声入眠，真是种享受。”老方
说。在石嘴子村，一座类似茶社的小木屋正在建
设中，这座民宿被称为“山舍”。“这里有山有水，
空气质量极好，一直是人们休闲的目的地，春夏
有来翼云湖、石嘴子水库钓鱼的，秋季有来采摘
的，另外还有爬山、骑行的游客。”“山舍”负责人
说，周边的原生态环境正是她当初决定在此开发
民宿的重要原因。 （记者 王萍）

去超市购物，明明写着7.25元，却在结账时收了7.3元。市民
金先生的一番遭遇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近日，记者针对城区多家
超市的调查中发现，超市收银时多数将价格四舍五入精确到“角”，
部分散装商品在称重后标价时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些细节你注意
了吗？

“超市太会做生意了，无缘无故就多收我五分钱，这一人五分
钱，一百人就是五块钱，无形中多赚不少。”家住中兴世纪城小区的
金先生上周在超市购物时发现，虽然购物单上写着商品总价7.25
元，但在付款时收银员却向他收了7.3元，为什么会多出五分钱？
金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却又因为五分钱太少而不好意思去询问收
银员。

带着金先生的疑问，记者于当天上午来到临山路上的一家超
市内，在超市内转了几圈后发现，超市内所有促销商品的价格均精
确到“角”。随后记者在蔬菜专柜前发现，多种蔬菜的单价是精确
到“分”的。以货架上的韭菜为例，价签上韭菜的价格是每斤2.19
元。记者随便拿了一把韭菜交给负责称重的超市工作人员，由于
工作人员操作比较快，记者并没有看清楚电子秤上面所显示的重
量是多少，可随后记者在韭菜外包装上的价签上看到：韭菜，单价
4.38/kg，净含量0.310kg，售价1.40元。记者仔细计算了下，根据
单价和净含量的数值，卷心菜的实际价格应为1.35元，赫然比价
签上所显示的价格多了五分钱。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记者又进行了几次测试，经过测试记者
发现一个问题，并非所有蔬菜称重后的价格比实际价格要高，也有
相反的情况。记者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决定最终价格上下浮动的
因素则是取决于精确到“分”后是否过5，超过5或者包含5就会抹
掉“分”而加一“角”，不足5的直接抹掉“分”，把“分”四舍五入后来
决定最终的价格。

随后后记者又调查了城区多家超市，发现商品价格精确到
“分”后四舍五入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超市就算散装商品不在
“分”上四舍五入，也会在最终结账时将所有商品的总价精确到
“分”，再将其四舍五入。

“什么，竟然还有这样的事，难怪每次我买菜的时候都很奇怪，
怎么一买都是整毛的，原来‘分’都被四舍五入了。”正在泰山路一
家超市里买菜的市刘女士惊呼道，刘女士表示自己从未注意过散
装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处理的，从内心一直相信超市打出的价格是
正确的。“平时大家在一起抢红包时，几分钱都很开心，还笑称‘一
分也是爱’，没想到到了现实生活，几分钱从手里流失却没人发
现。”刘女士说。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消费者认为，几分钱也
是钱，不能“糊里糊涂”的扔掉。年近六旬的市民李老太太平时经
常会到小区附近的超市购买蔬菜，她表示自己也是从未注意过超
市是如何处理精确到“分”上的价格。

“如果我买散装商品花了五块三毛钱，实际却给了我五块两毛
五分钱的东西，那么花一样的钱，我为什么不买五块三毛四分钱的
东西呢。”李老太太表示，几分钱也有几分钱的价值，不能因为价值
小而丢弃了它。“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几分钱都是宝贝，现在虽然几
分钱不是那么值钱了，但是也不能浪费。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你想每天超市那么多人买东西，一人多几分也不少。”李老
太太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超市工作人员对此表示“无辜”。
临山路上一家超市的称重员告诉记者，有关价格精确到“分”的问
题她们也从未在意过。“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商品称重后，把价签打
出来贴在商品的外包装上，价签上的价格都是计价器自己打出来
的，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商品价格的‘分’都被四舍五入
了。”该称重员如此说道。

也有消费者认为，如果说以前这样设置是因为不好找零而采
用这种办法方便消费者和商家，但现在大部分消费者可以使用刷
卡或者手机支付来完成付款，不存在几分钱不好付款的问题，为何
商家仍采用四舍五入的方法来确定最终价格呢？

对此泰山路上一家超市的负责人张经理表示，价格精确到
“分”并四舍五入的办法确实是为了解决找零的繁琐，虽然当下盛
行手机支付，同时手机支付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毕竟还是存在
使用现金结账的顾客，找零难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至于消费者所
说的商家通过这种方式盈利的说法，张经理认为更是不可能，因为
根据四舍五入的计算方法，只有在满五分以后才会加一角，不满五
分则直接清零，如此算来超市还损失了几分钱，两两抵消之后超市
并不会多赚多少钱。 （记者 寇光）

今年“十一”恰巧赶上中秋，足足 8 天的
假期让家住安泰花园的马先生本想带领一家老
少将市区各大景点转个遍，可没想到的是，这
头一天出游孩子就被马蜂蜇伤了。

“当时，我们一家人正在爬山，突然孩子闹
着要尿尿，妻子图省事，就让五岁的儿子到小
树林里解决，我们则准备坐在能目及孩子的地
方休息，就在我要坐下休息的那一刻，突然听
到‘啊’的一声从孩子尿尿的地方传来，随
后，我便匆忙和妻子赶了过去，正巧看到孩子
抱着头蹲在一棵大树的旁边，吵着自己被蜇伤
了，而距其不远处，一只马蜂正趴在一丛野果

树的叶子上。我俩顿时有些手足无措，闻讯赶
来的孩子的爷爷奶奶快速地查看了孩子被叮咬
的大腿，并将蜇刺挑了出来，还在孩子不远处
找到了马齿苋咀嚼后涂在了被蛰咬的伤口处。
见状，我们急匆匆地下了山，在最近的医院进
行了治疗。”回想起孩子被马蜂蜇伤时的情景，
马先生仍心有余悸，“当时医生都说幸亏孩子的
爷爷奶奶在场，老人家有经验，迅速准确得处
理了伤口，孩子才没有多大问题。”

“每年9至11月正是马蜂的繁殖期，马蜂
的性情异常敏感，如果有人不注意擅入‘领
地’，它们会奋起反击，所以市民在这个时候出

游一定要格外留意。如果是被单个马蜂蜇伤，
伤者皮肤上往往会出现红肿、刺痛或淤点，这
类症状一般在数小时至数天内消失。但需要提
醒的是市民一旦发现被蜇伤可自行将蜂刺挑
出，切勿用手挤压伤口，可先用肥皂水清洗患
处，并及时到医院就诊。”对于蜂类伤人事件，
一诊所的医生赵先生表示，“如果不幸遇到蜂群
出没，一定不要乱跑，要立即蹲下抱头，尽量
不要有皮肤裸露在外，尤其是手、颈和面部等
容易暴露的地方一定要重点保护。”

（记者 张莉萍）

外出游玩不幸被马蜂蜇伤
9至11月为繁殖期 市民出游要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