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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的电梯“困”了
人，物业公司如果不及时
处理的话，可能就要上

“黑榜”了。近日，南京市
物业管理办公室公布了
今年上半年的物业公司
信用“红黑榜”，有 5家企
业登上了红榜，还有18家
物业公司上了黑榜，黑榜
名单中有三分之一属于

“电梯困人高发使用单
位”。主管部门表示，物
业公司作为电梯的使用
单位，理应做好巡检、排
除隐患等安全管理事务。

根据 2011 年 9 月出
台的《南京市物业服务企
业及从业人员信用信息
管理办法》，将 2012年度
确立为南京市物业信用
信息的首个记分年度。
目前，全市信用体系中所
有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业
人员的身份信息已全面
完成征集，并已载入信用
数据库，约有1000家左右
的企业和5万余名个人被
记录在案。相关人士介

绍，每个信息对象的年度
基础分为 100分，在此基
础上根据其业绩信息和
不良信息的征集情况实
行加减分制，年底汇总形
成企业的全年信用分值。

2015年上半年上“黑
榜”的另外12家物业公司
中，有一半是由于资质过
期，扣分最多的公司因为
提供物业管理师的虚假
信息，一次性被扣了 10
分。

南京市物业办相关
人士表示，如果不良信用
信息积分达到一定程度
后，第二年这家企业的经
营将受到很大限制，而且
将保留 3年时间。例如，
在物业前期招投标时，将
增设信用分值，不良信息
信用分值累计后将会降
低企业的投标总分，如果
扣分超过15分，则被限制
参与招投标，年度累计扣
分达20分的，物业公司可
能要被注销资质。

（扬子晚报）

南京18家物业上黑榜
1/3是因电梯常困人

北京市场出现山寨
大白兔冰棍。媒体对此报
道后，引起社会很大的反
响。有当地媒体记者找到
位于辽宁鞍山的大白兔
冰棍生产商，对方表示已
经停产。

近日，上海冠生园方
面称，山寨大白兔冰棍的
生产商始终没有正面联
系过冠生园。即便对方有
和解的想法，冠生园也不
接受调解，“下一步将开
展法律诉讼，决不姑息。”

前天，当地媒体记者
找到位于辽宁省鞍山市

台安县的四季冷饮店。准
确地说，该四季冷饮店其
实是一家冷饮厂，占地一
千多平方米。据厂房值班
人员称，听说因为冰棍的
事涉及侵权了，所以厂里
已经停产。

该厂老板王成双说，
大白兔冰棍是今年的新
产品，目前已经销售 700
箱，约 28000 支，没有存
货。这几天她焦头烂额，
正咨询法律专家，希望向
上海冠生园寻求和解并
称“赔礼是应该的”。

（新闻晨报）

山寨大白兔冰棍
卖出数万支后停产

夏天向来是水果的销售旺季，眼下，各种时令水果扎堆上市，这也
让不少钟情于水果的市民一饱口福，这不，有细心的市民发现，印象中
一向“高贵”的蓝莓也开始放低身段走起了“亲民”路线。

“可别看就这一小盒蓝莓，这搁在
以前可是身价不菲的稀罕物，动辄十
几、二十几元一盒的蓝莓让我们这些普
通的工薪家庭可是望洋兴叹，即使明知
道其营养丰富但也只是看看，根本不舍
得买一盒回家尝尝。现在便宜很多了，
各超市的价格都差不多，本地蓝莓每盒
售价六七块钱，趁着价格便宜买两盒回
家，好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稀罕物’。”
经常逛超市的耿先生美滋滋地说，“这

还是家里人第一次吃蓝莓，相信两个孩
子一定会争抢的。”据了解，进入六月份
以后，地产蓝莓陆续上市，比起大棚蓝
莓刚上市那会，目前蓝莓的价格相对低
廉。

26 日，记者在解放路某超市水果
专卖区看到，青中透红的苹果，黑中透
紫的布朗，金黄的芒果，诱人的西瓜
……整个水果专区可谓一片姹紫嫣红，
尽管如此，一盒盒排列整齐的蓝莓被商

家摆放在显眼处，抢尽风头，这些表面
被一层白色果粉包裹，透露着墨蓝色的
果实，随意拿起一盒往鼻头一凑，独特
的馨香沁入鼻腔让人忍不住想要品
尝。随后，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水果超
市及商场均发现了“蓝莓”的身影，往年
枣城蓝莓市场“外来客”独大的局面被
打破，本地蓝莓开始“登陆”市区各大超
市、零售摊点铺货。

“以前蓝莓都在大超市里见过，想
不到这两年，本村就有人种植起了蓝
莓，还真是不简单。”市民王先生一家从
南京回山亭老家，让他没想到的是，一
路上发现了多处蓝莓种植基地，“以前
蓝莓见都没见过，就更不用说种植了。
现在关键是蓝莓不光种成了，还有采摘
园。”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活水
平提高，接受蓝莓的市民也随之增多，
相对于本地蓝莓而言，外地蓝莓无论是
价格上还是新鲜度上都不占优势。随

后，记者在解放路一超市内的水果专区
发现了两种不同产地的蓝莓，尽管净含
量都标注着125克，但其中产地为青岛
的蓝莓售价 12.6元/盒，产地为薛城的
蓝莓售价6.9元/盒，期间陆陆续续有市
民前来选购，但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选
购了本地蓝莓。

“前几年，‘地产’蓝莓匮乏，市场上
的蓝莓基本上一直靠‘外来客’补给，尤
其是辽宁、江苏等地的蓝莓在我市蓝莓
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后来烟台、青岛等

地的蓝莓开始陆续进入我市。”解放路
某超市水果专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没
有‘地产’蓝莓做为支撑，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蓝莓市场外来品独大，而受运输
成本、人工成本较大的影响，蓝莓被市
民认为是水果中的‘贵族’，一般是市民
用来接待‘尊贵’的客人或者走亲访友
才肯购买的水果，而‘地产’蓝莓的加入
改变了这一局面，价格低廉成了地产蓝
莓与外地蓝莓争抢市场的重要砝码。”

“5 月初大棚蓝莓陆续成熟上市，
物以稀为贵，抢鲜上市的蓝莓不仅卖出
高价，而且外地水果商更是抢到了家门
口。随后，地产蓝莓6月中旬就开始进
入市场，价格也随即降了下来，6月底7
月初蓝莓扎堆上市，但总的来说，蓝莓
价格并未受到太大冲击。”随后，记者从
网上找了一位枣庄的蓝莓卖家，对于日

前多地出现的由于蓝莓扩种，蓝莓价格
受到冲击一事，该卖家表示：“相对于本
省的其他地市，我市蓝莓的种植处于刚
刚起步，蓝莓种植户并不多，蓝莓价格
相对稳定。”

对于记者提出的随着种植户的增
多，销量会不会受到影响一事，该卖家
表示：“本地蓝莓在高端市场北京、广州

等地其销量还是不错的。蓝莓管理起
来相对容易，但属于不易储存的水果，
对于一般的种植户而言，蓝莓四年就可
以进入盛产期，如果以每亩栽种300株
蓝莓产量为 1000kg，一盒 125 克，每盒
蓝莓的价格在5元左右来算，其利润就
相当可观。”

（记者 张莉萍）

本地蓝莓“登陆”市场

价格低廉新鲜度高 本地蓝莓受宠

地产蓝莓销往北京、广州

售价便宜近一半 避免长途运输新鲜度高

地产蓝莓“登陆”市场抢客源

细心的市民也许会注意到，近年
来，常常遇到商家为促销商品，推出一
定数量的赠品，消费者只需要承担运输
费就能得到赠品。赠品价值少则几十
元，多则上百元，如此诱人的促销方式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球。可是，俗话
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此大的诱惑背
后，往往会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家住薛城区福苑小区的居民小陈，
上周三就在朋友的推荐下，花了十几元
运费获得了一款价格上百元的口红。

原价 199元的口红，小陈只花了不
到20元的运费就得到了，在小陈看来，
她这次是赚了大便宜。可是当口红通
过物流公司运输到家之后，使用过口红
的小陈已经开始后悔了。小陈告诉记
者，口红打开包装之后，除了气味没有
原来描述的清香之外，口红使用后的效

果也没有商家宣传的好。
更让小陈感到郁闷的是，涂上口红

没几个小时，她的嘴唇就开始出现痒
感，之后十多个小疙瘩出现在嘴唇附
近，而且嘴唇变得红肿起来，成了“香肠
嘴”。感到有些不妙的小陈迅速来到医
院，在医生的诊断下，小陈才得知，嘴唇
出现红肿瘙痒的情况和自己使用的口
红有很大的关系。

看着嘴唇“面目全非”的情况，小陈
万分郁闷，小陈本打算去找商家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可是因为口红是商家
作为免费赠品送给消费者的，小陈在接
收到口红的过程中，并没有收到商家出
售的购物发票，所以小陈的维权遭遇各
种困难。

“商家不仅不承担是自己的产品质
量问题，而且一再表示自己的产品是作

为赠品免费派送的，没有购物发票不会
接受消费者的维权案例。”小陈郁闷地
说道，“商家的这种免费赠送，只需要顾
客承担运费的行为确实很让我心动，本
想着可以省下一笔费用的，可没想到却
遭遇了这样的困扰。”

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像小陈
一样，进入商家这种促销圈套的消费者
并不少见。商家利用消费者贪图便宜
的心理，推出这种促销方式，看则消费
者不需要支付多少费用，实则消费者所
要付出的代价要比想象中多得多。

为此，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建议市
民，不要贪图便宜购买价值不等同的商
品，同时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记
得索要发票，像小陈遇到的这种促销手
段，消协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慎选、慎
买、慎用。 （记者 董艳）

商品免费只付运费 天上掉馅饼了？

领用赠品口红惨变“香肠嘴”

7月 24日，记者从国
家质检总局获悉，广东省
6家玩具生产企业已向广
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备
案主动召回计划，决定对
骏力宝回力车、小丽明滑
板车、智乐堡越野王电动
摩托、GOLDLDK 刀剑系
列、瓢虫蛙式车、百原静
态塑胶玩具/变形玩具系
列6批次存在缺陷的玩具
产品实施召回。

据介绍，此次召回范
围内的缺陷玩具产品，因

突出物、活动部件间的间
隙、用于包装玩具的塑料
包装袋、刚性材料上的圆
孔、制动装置、小球、警示
标识方面存在缺陷，有可
能造成儿童意外伤害，危
及儿童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上述产品生产企业
表示，他们将与相关经销
商，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
公示其召回信息及具体
召回措施。

（南方日报）

质检总局对6批次
缺陷玩具发出“召回令”

7月24日晚十一
时左右，深夜的城市
已经入睡，在市中区
振兴路和兴安街交叉
口，一位老瓜农不堪
疲倦，正坐在板凳上
休息，面前摆放着不
少还没卖出去的西
瓜。每年夏季，不少
瓜农都会拉着车进
城卖瓜，他们大多都
是来自周边农村，步
行十多公里来到城区
卖瓜，为了省些开支，
只能选择风餐露宿。

（记者 王震 摄）

深夜
卖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