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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十几家药店 5毛钱的氯霉素眼药水难寻

有贵的绝对不卖给你便宜的
“为了买到 5毛钱一瓶的氯霉素眼药

水，我跑了市区十几家药房，还遭到药店
店员的‘白眼’。”买一种低价药有多难？
市民孙先生讲述了他的遭遇，但令他困惑
的是，5毛钱一瓶的氯霉素眼药水、1块钱
上百片的扑尔敏，1.5 元一瓶的苏打片
……不知从何时起，这些价格低廉、效果
显著的低价常备药仿佛“人间蒸发”，淡出
了消费者的视线。

购买低价药要看店员的心情
近日，市民孙先生的鼻炎犯了，某医

院门诊部的医生说他得调配一种药剂，让
孙先生到附近的药店购买一支0.5元的氯
霉素眼药水，可是一到药店，孙先生就被
店员告知这种药已经售完了，没有办法，
孙先生只能在店员的推荐下购买了一支
5.5元的氯霉素眼药水，当孙先生拿着药
兴匆匆地回到诊所后，医生却执意要 0.5
元一支的氯霉素眼药水，于是，孙先生跑
遍了附近十多家药房，但仍没有发现氯霉
素眼药水的踪迹。

他只能打电话找到一位在药店工作
的朋友，请他帮忙寻找该药。朋友告诉
他：“不是药店没有，而是药店的销售人员
嫌利润低都不愿意卖，像这样的低价药，
每个药店都会备一些，除非顾客执意要买

这种药，一般销售人员是不会主动向顾客
推荐这样的药品，可以说药店的销售人员
掌握着售不售低价药的权利，销售人员高
兴了就会卖给你，如果销售人员不高兴，
那低价药是没有的。”

导购青睐推销高价药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药店里的便宜药

少之又少，廉价药品在药店根本不“受
宠”，几乎所有的药店销售人员都会向顾
客推荐价格较高的药品。随后，记者以想
要购买 0.5元一支的氯霉素眼药水为由，
走访了市区内多家药店，几乎所有药店的
销售人员都首先向记者推荐价格较贵的
药品，当记者明确表示只要这种药品时，
店员才不情愿地从货架的最底层拿出一
瓶递给记者。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高价药普遍占据
着药店柜台的显眼位置，而低价药的命运
截然相反，要么被告知没有，要么就是被
摆在柜台最“下层”，更有甚者，一些低价
药甚至遭商家下架，难觅踪迹。近年来我
国药品降价动作不断，而市场上却出现截
然相反的结果，药房的低价药越来越少
了，而且有不少品种已断货，一元药几乎
绝迹，常用的低价药正悄然无声地消失在
市民的生活中。

低价药“改头换面”价高升
“近几年来，几元钱的低价药从过去

的几百个品种，迅速下降到几十个品种。
从药房‘消失’的低价药，已被高出几倍、
几十倍的同类药品取代。但是这并不是
说廉价药已经退出了市场，如果你细心点
就会发现很多廉价药只是‘新瓶装了旧
酒’，通过换包装或换剂量改头换面重新
定价进入市场，其价格是原来的几倍甚至
几十倍。”胜利路上一家门诊的坐诊医生
介绍。

在龙头路的一家大药房，记者在抗生
素类药品专柜前看到，光是取名“银翘片”
的药品，就有近 20种不同的包装与剂量，
药品厂家不同，价格相差也很大，有几元
钱一盒的，也有二十几元一盒的。一位曾
在市区某连锁药店工作过的小陈表示，一
方面，一些药品的代理商为了让自己代理
的药品迅速占领市场，会对药店销售该药
品时加入一些奖励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了销售人员销售高价药的热情。另
一方面，现在不少药店的销售人员工资都
与药品销售挂钩，药品价格越高利润就越
大，药店日销售额越高，销售人员的绩效、
提成也就越高。

（记者 张莉萍）

2013年度成人高考已于10月26日、27日（上
周六、周日）进行。26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多
处考点，调查考试当天考点周边交通状况。

据了解，成人高考考试时间为上午9：00—11
：00，下午2：30—4：30。26日，上午8时左右，距离
开考还有一个小时。记者来到考点之一的市文化
路小学看到，不少考生早早地站在考场门前等待，
学校门口以及振兴路两旁均站满了考生，由于该
考点周围停车较为困难，不少考生将车停在了人
行道上，临近考试时间，越来越多的车辆涌入考点
附近，由于振兴路本身较窄，再加上不少考生过马
路时较为随意，8：40左右，该考点外出现了拥堵
的情况，持续了10分钟左右。

随后，在文化路上的一处考点，记者看到，驱
车来考试的考生自觉地将车停靠在道路两旁，尽
管不少考生站在校门外等待，但过往车辆通过时
秩序井然，道路畅通让考点周围未见大规模的拥
堵。

下午考试结束后，在四十一中考点外，记者看
到，一名散发小广告的工作人员正在将手中的宣
传单发给每位从考场出来的考生，一些考生随手
丢掉，导致该考点门外一片狼藉。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由于考试时间不处在交
通高峰期，考点附近均未出现较大规模拥堵。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不少考生表示，停车难
成为考试的首要难题。一名考生说：“越到临近考
试时间越找不到车位，而且考点周边还极容易出
现交通拥堵。”不少市民建议，在这样的大型考试
期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
最大限度开辟临时停车场地和停车泊位，增设停
车引导标志、规范车辆停放，为考生提供方便。

（记者 苏羽）

成考期间

路是不堵 停车怪难

周末一家人去饭店聚餐，本来是件令人愉悦
的事情，但有些时候，饭店想方设法多收钱的举
动，会令人非常不愉快。近日，薛城市民王先生去
饭店吃饭时，因为没有注意，被迫多消费了一百多
元，这顿饭他吃的不是那么愉快。

26日是王先生女儿的生日，一家人想要热闹
热闹，就叫着亲戚们来到薛城区一家比较有档次
的酒店给女儿庆生。因为小孩和女士们都不喝
酒，王先生没有准备饮料，吃饭之前就问服务员有
什么饮料。服务员介绍说饭店里有酸奶、糙米汁
和桃汁三种饮料，然后就开始推荐桃汁。王先生
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哪一种饮料，服务员就拿来了
三盒桃汁。看到服务员拿来了桃汁，王先生的女
儿却不想喝，就让服务员留下一盒桃汁，再上两盒
酸奶。服务员后来拿来了一盒酸奶给王先生的女
儿，然后大家开始吃饭。吃饭的时候谁也没注意
自己喝的什么饮料，直到王先生付款时才发现，他
们一共消费了六盒桃汁，一盒酸奶，桃汁每盒价格
是28元，酸奶价格只有16元。

“我们喝的那种桃汁是纸盒装的，每盒大概
400ml左右，那个牌子我也没听说过，28元钱一盒
挺贵的。如果放在平时，我是肯定不会买的。”王
先生说，饭店里的酒水都会比外面贵，虽然他觉得
饮料价格太高，但也可以理解。但让他生气的是，
服务员没有按要求提供饮料。“吃饭之前我们说的
很清楚，要一盒桃汁，两盒酸奶。结果最后变成了
六盒桃汁，一盒酸奶。更让人生气的是，那六盒桃
汁都没喝完。服务员把拿来的桃汁全打开了，饮
料是她帮我们倒的，每盒都有四分之一的量没倒
完，还有一盒根本没动。但是因为都打开了，我们
最后也不能退，只能去付钱。”

王先生表示，他认为酒店这种行为是变相的
强迫消费。“大家到饭店吃饭，要多少饮料肯定都
是吃饭前说一声，吃饭过程中就不会注意了。但
饭店不能因为客人不注意就擅自增加酒水的量，
还在我们没喝完之前就全部打开，这不是明摆着
让顾客没办法退吗。因为酸奶便宜，我们要了两
盒就给上一盒，桃汁贵，我们要一盒就给上六盒，
像这种饭店，我们以后是不会再去了。”王先生说，

“六盒桃汁也就100多元钱，饭店多赚了100多元，
却失去了一个老顾客，我觉得他们有些得不偿
失。” （特约记者 张潇艺）

说要一盒桃汁 饭店给上了六盒

这100多元花得冤

现如今，不少年轻人都喜欢给自己的
手机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不仅能彰显
出自己的个性，而且还可以避免“撞机”的
尴尬。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小小的手机
壳中却可能暗藏着“健康杀手”—甲醛。
随着央视对该问题的曝光，记者对该问题
进行了走访调查。

店主：有味晾几天就可以了

10月23日下午，在市中区青檀北路新
昌国际商贸城二楼的不少商铺内，琳琅满
目、色彩斑斓的手机壳被有序地摆放着，
不少顾客正在选购。据观察，一般年轻女
性喜欢动漫类或者色彩比较鲜艳的皮革
材质和塑胶材质手机壳，而男性则更倾向
于选择深色皮革制作的手机壳，因为这类
手机壳更显得沉稳大气。然而，根据清华
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得出的结论显示，
硅胶手机壳与皮革材质手机壳普遍存在
甲醛含量超标的情况，而皮革类的手机壳
甲醛释放量最高，这些甲醛可能产生于手
机壳上使用的粘合剂，而过多吸入甲醛无
疑会增加患癌症的几率。

经观察发现，不少手机壳并没有标注
产地，另外，手机壳都没有注明生产成分，
只有简单的塑料壳包装，而正是如此简陋

的包装，这些手机壳的价格多在 10 元到
100多元不等。记者以试用为由拆开其中
一款手机壳的包装后发现，一些在货架上
摆放很久的手机壳中仍有淡淡的刺鼻气
味，而店家从柜台里拿出的新手机壳刺鼻
气味更重。当记者询问为何出现这种情
况时，多数店家表示只是因为放置久了或
者说是包装盒的味道，也有店家表示这种
气味很正常，只需要放在通风处晾几天就
可以正常使用了，并不会对身体健康带来
任何危害。

记者调查：多数市民不知情

随后，记者询问了正在购物的刘小
姐，她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讶：“手机壳中
还能释放甲醛？这个真没听说过，我的手
机壳基本上几个月就换一个，看烦了就换
新的，没想到还有这问题，今后挑手机壳
一定得注意了。”

而不少年过半百的市民对此事更是
稀里糊涂，市民徐女士就表示：“孩子当时
给我买手机的时候就装好了手机壳，还嘱
咐我别把手机壳摘下来，不然不仅容易磨
损机身，而且可能会影响手机寿命，所以
我才一直都用着，现在听你这么一说，我
决定换一个价位相对高点、质量好点的手

机壳。”

温度与通风性决定安全性

由于个体商户定价具有一定的随意
性，所以并不是手机壳价格的高低决定甲
醛含量的高低。但是，价格低廉而气味较
刺鼻的手机壳还是尽量不要买。甲醛是
一种致癌物，长期大剂量地吸入，可能引
发白血病，而且温度越高，释放得越快。
假如用户的手机壳中含有甲醛，在室外通
风的环境下使用，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危
害。但是，常常窝在被窝里打电话、发信
息或是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则更需要警惕，
被窝中的温度足以让甲醛加速释放，从而
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事实上，给手机加个“外衣”并不会对
手机起到多大的保护作用。而且，据生产
厂商披露的数据显示，手机主板的使用寿
命至少是3年，而配置手机套、壳的使用寿
命则至多为 2年，长期不更换或者清洗手
机壳、套，会导致上面滋生细菌，同样不利
于用户的身体健康。所以如果真想要给
手机配置手机壳或者手机套，不仅要选择
异味较小或无异味的，而且应该及时更
换。

（特约记者 张敬宇 记者 王萍）

市场上部分手机壳气味刺鼻
或含甲醛 买前“闻”仔细

秋天是果实成熟的季节，在田间果园里，闻着空气中果实的香气，摘下诱人的果实，
“体验式”旅游受到人们的青睐。 （记者 孙明春 摄）

金秋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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