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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天气是越来越热，清凉可口
的蔬果成为大多数市民消暑的首选，但
是夏季吃水果，如果挑选不好，很容易
引起食物中毒，这不，住在市中区的王
女士一家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据王女士回忆说，5月20日午饭
后，一家人看着电视、吃着水果，两
小时后三人先后出现抽搐、呕吐等症
状，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医生初步诊
断，很可能是急性食物中毒。

“对于食物中毒的原因，我也不
清楚，因为以前家里常吃甜瓜，但没
有发生意外。一家人的焦点落到了甜
瓜上，只有我没吃，所以没有食物中

毒。”王女士回忆说。
19 日下午，王女士在回家的途

中，看到卖甜瓜的，“这个甜瓜吃起来
可甜了，买的人都说好吃。”卖水果的
介绍说，“那天买的水果感觉不错，看
着很鲜嫩。”回到家，王女士洗过水果
就放在桌上，家人也没在意，拿起来
就吃了。

“吃完后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我觉得有点想吐，就拿了几片口香糖
吃。”王女士的妈妈说，当时她想到可
能是胃不舒服的原因。又过了一会
儿，实在难受，便跑进厕所吐了。这
时王女士的丈夫也感觉到了身体不

适，过了一会儿也出现了类似的反
应。”王女士咨询了枣矿集团枣庄医院
的医生，医生表示，这种情况可能是
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

“在吃任何水果之前，一定要用开水洗
干净。也可以选择去皮，这样可去掉
皮上的一些农药残留。”医生建议说。

这位医生建议，“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人都可能出现食物中毒症状，一
旦发生食物中毒，应该及时就医，到
了医院以后，准确告诉医生自己之前
吃了什么，吃的量有多少，这些都能
帮助医生更快速地了解病情，便于医
治。” （记者 王萍）

吃完抽搐、呕吐 被送医院

一筐水果放倒一家三口

异地高考政策落地几家欢喜

“直到政策出来的那一天，我也
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定心丸。”说起异地
高考，处在纠结中的王传民来枣经商
多年。“三年前就在愁儿子未来高考怎
么办，这一忧虑随着孩子进入高中后
与日俱增，我甚至连做梦都想让孩子
可以在枣庄参加高考，我不敢想一旦
孩子回到贫困的乡镇参加高考，孩子
的心理、情绪将会蒙上多厚的阴影，
好在异地高考的政策落了地，压在心
中的石头也跟着落了下来。”眼前的王
传民虽然严肃，但脸上仍能露出一丝
喜悦。从王传民家的户口簿上来看，
王传民一家属于河南境内的一个贫困
村，贫瘠的土地、踉跄的老人是王传
民对家乡的记忆。

像王传民一样期待推行异地高考
的家长还有在枣庄工作的林敏。“女儿
怎么就没赶上这好政策呢？虽然女儿
没有赶上可以异地高考，但我仍然很
期待小女儿三岁的儿子能沾上异地高
考的光。从上初中起女儿就一直跟在
我身边，去年参加高考因为户口问
题，不得不回到安徽老家，这一回
去，女儿一直闹情绪，成绩明显下
滑，高考失利，这让我一度处于自责
当中，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当年女儿失
落的眼神。”见到林敏时，她难掩一脸
的疲惫，她刚刚回安徽老家一趟。女
儿去年高考成绩不理想，选择留在家
乡复读，眼看女儿再次踏入高考的大
门，林敏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回安徽
老家鼓励即将高考的女儿。

不少“外来”家长做了两手准备

“孩子从上初中就跟着我们到枣
庄来学习，高一时孩子的班主任老师
因为担心孩子不能在枣庄参加高考，
就提醒我最好能将孩子的户口也一起
迁过来，但是出于综合考虑，我和妻
子拒绝了孩子老师的建议，开始部署
孩子转回河南老家读书的计划，纠结
中，我和妻子开始四处托关系，却没
什么进展。后来听说有人提议实施异
地高考，我和妻子的紧张情绪也随之
绷紧，到了 2012年年底，眼瞅着这一
政策没有结果，我和妻子再次奔波为
孩子找路子，直到 2013年新政策具体
出台，我们从中看到了希望，但仍然
有些不安，担心这一政策能不能落实
到地方。”王传民从孩子进入高中后就
一直关注异地高考的政策，令王传民
欣慰的是他的孩子成为首批享受到新
政策的幸运儿。

“众所周知，农村的教育和城市
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孩子的父
母怕把孩子耽误了，从初三开始，侄
子就寄住在我家，考高中时，孩子又
被重点高中录取，学习成绩也一直在
班里名列前茅，因为担心异地高考政
策一时落实不到地方，为了保险起
见，孩子的父母提前做了两手准备。”
谈到侄子，王栋很自然地流露出一股
自豪之情，“据侄子反映，他所在的班
级有三个同学都不是枣庄本地户口，
在这三个同学中，有两个同学的家长
都做了‘双保险’——一旦在枣庄不
能参加考试，马上返回户籍所在地参

加高考。”显然，能参加 “异地高
考”是无数外来人员及其子女望眼欲
穿之事，记者采访到 8位孩子正在读
高三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有 6位表
示给孩子做了双保险，放开异地高考
是他们这些流动家庭日思夜想，难以
排解的心病。

教育部门:不会冲击本地考生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从 2014年
起，凡具有我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
完整学习经历的合格毕业生均可在我
省就地 （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
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当地考生享
受同等的录取政策。短短几十个字，
将异地高考的三道门槛全部囊括，高
中学籍、三年学习经历和合格毕业，
并且这三道门槛全部针对学生，对家
长方面并没有做任何要求。

“异地高考方案，对外来考生而
言是利好消息，对本地考生来说，会
不会影响到我市高校的招生计划设
置？”针对市民的这一担心，我市教育
局的工作人员分析：“一方面，枣庄并
不是务工人员流入量较大的城市；另
一方面，就整个山东省来说，教育水
平较高，考生人数众多，竞争激烈，
是异地高考的输出省份，虽然有部分
外地考生是奔着教育资源而来，但却
很少有外地考生愿意留下来参加高
考，开放异地高考与其说是对外省考
生的‘吸引’，倒不如说是在缩小我市
城乡入学机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
下，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对本地考生
不会有多少冲击。”（记者 张莉萍）

异地高考政策落地家长欢喜
教育部门:不会冲击本地考生

2014年夏季高考进入倒计时，部分外省在山东就读的考生，可以不必千里迢迢回家乡考试了，一直备
受市民关注的异地高考政策终于尘埃落定，异地高考破冰将会带给考生怎样影响呢？21日,记者就此事
进行了采访。

近日，滕州市民张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遭遇
的一件堵心事：“逛街的时候想买点樱桃，没想到
樱桃是买了，却给自己添了一肚子气。”

原来，5月20日，张女士和男朋友一起出来过
“520告白日”，吃完饭之后两人便在步行街的一
条侧街一起逛街。看到有卖樱桃的，便想过去买
一点。卖樱桃的妇女很热情地让张女士和她男朋
友试吃，张女士试尝一颗后觉得有点酸，想叫男朋
友换个地方再买。“没想到我们刚转身，这妇女便
在那嘀咕起来了，说我们只试吃不买，一看就是只
试吃不买的‘庄胡刁’，还说什么所有的商贩卖的
樱桃都是酸的，酸才正常，不酸才不正常。”压不住
火的张女士转身便想找那妇女理论，被男朋友拽
住了，说买一斤，省的这妇女说闲话。

“这不买还好，一买又是一肚子火，樱桃 8块
钱一斤，我们觉得酸就打算买一斤。”挑选之后便
让卖樱桃的妇女称，妇女把手放在秤砣旁边压着
对张女士说凑够十块钱的吧，“边说边把一把很烂
的樱桃往塑料袋里放。我男朋友认识秤，让她不
要把手放在秤砣边压秤，那样会缺斤短两。她又
在那嘀咕说这够10块钱的了，又抓了一把烂樱桃
往袋子里扔。我们制止，她就说那你们把烂的挑
出来。”无奈，张女士和男朋友只能拎着手里的“酸
樱桃”离开。“这真是哑巴吃黄连啊，买东西最怕遇
到这种胡搅蛮缠的小商贩了。吃一堑长一智，以
后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再也不试吃了！”张女
士苦笑着说。 （特约记者 王雪纯）

尝了就要买

不买就挨骂

“买的是玫瑰花，可是称重时却带着包装，这
不等于一张包装纸也卖了 12元/两了吗？”近日，
市民王小姐在一家药店购物时产生了这样的疑
问。

在药店买中药或者花茶时，店家往往会将顾
客所购买的东西包在一张黄色的纸里。很多消费
者都觉得这张纸是商家提供的，殊不知这也许是
你花重金购买的。

说是重金，一点也不夸张。近日，市民王女士
在市中区解放路市府名苑附近的一家药店购买一
些花茶，结账时，王女士发现店员都是把花茶包在
纸里后才称重，随后王女士拿了张包装纸去称重，
显示是5克；就问店员称重的时候有没有“去皮”，
店员说“去皮”了，一张纸是2克，都给你在重量里
减去了，一共是 16.4元。王女士就叫店员过来看
看秤，店员没有过来，只是问了下秤上显示的是几
克，又重新算了下价格，这次是14.4元。

王女士说，要不是在结账的时候，想起听别人
说过称重不“去皮”，自己也不会想着去称重。没
想到这两张包装纸在商家所谓的“去皮”后，居然
还能值两块钱，好在自己买的只是 12元/两的玫
瑰和茉莉。

记者走访了市中区的几家药店，有的店铺花
茶是包装好的，有的店铺是顾客要再称重的，虽然
金额都是十几二十元的，但是几乎没有顾客在结
账时向店家索要发票，关于店家在称重时是否“去
皮”，顾客都表示不清楚。

在购买山楂、川贝等商品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她经常到这里购买山楂、乌梅等东西，回去做酸梅
汁，但是从没问过是否“去皮”。“应该是‘去皮’的
吧？”赵女士自己也不确定，反而问起了记者，“就
算不‘去皮’，应该也贵不了太多吧。”

如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
这种情况，本以为包装是店家赠送的，可是事实上
却是收钱的。

国家技术监督局等三部门制定的《零售商品
称重计量监督规定》中明确规定,称重误差超过范
围就是“缺斤少两”，为了便于维权,消费者在购物
时应该主动索要发票或小票,并且加盖公章。而
如果发票或者小票上不能明确地表示购买物品的
名称,还应该要求店家注明。（特约记者 陈思雨）

卖花茶不减包装纸重

包装纸卖了花茶价

5月21日，记者在果品批发市场发现前来批发西瓜的车辆络绎
不绝，据了解，近日天气适宜，正是大量本地西瓜上市的季节，相比
上周西瓜的价格明显降低了。

（记者 王震 摄）

本地西瓜大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