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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购物后 推销电话天天打
大妈：现在听到铃声就害怕

近日，家住市中区三角
花园附近小区的陈阿姨，看
电视广告后，打电话订购了
一个产品，可让她烦恼的
是，从此以后家里的电话多
了起来，接通后就听到对方
开始推销各种产品。现在陈
阿姨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感到
害怕。

陈阿姨今年已经七十多
岁了，平时就喜欢在家看电
视。前一段时间看到电视推
销一款血糖仪比较不错，只
要购买一些试纸就可以获得
一个仪器，陈阿姨拨通了广
告上留下的电话订购了一
台，没多久仪器就送到了家
里。

拿到仪器后，陈阿姨试

了试感觉不错。但是让她没
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家里的
电话比平时多了起来，接通
电话后对方就开始推销各种
治疗仪器、药品等。“慢慢
地我发现北京上海等地打来
的电话居多，现在听到电话
响，再一看号码我就不接
了。就算是拒接，不一会儿
电话就又响了起来。有的时
候半夜电话还响呢。现在真
是被电话闹得太厉害，都开
始害怕电话铃声了。”陈阿
姨无奈地说道。

以前陈阿姨家里的电话
接到的大多数都是孩子、亲
戚打来的，根本没有接到过
外地的电话，可是在这次电
话购物后，各种推销电话就
多了起来。“肯定是电话购
物后，我的电话号码被泄露
出去了。现在遇到这些外地
号码我都不接，家里这个电
话号码用了很长时间了，也
不舍得换，只是希望以后这
样 的 推 销 电 话 能 够 少 一
些。”陈阿姨说。

（记者 李帅）

因为一张假“罚单”惹
来了一场笑话，还差点摔了个
跟头。近日，家住市中区的张
女士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现在想想真是一场闹
剧。前两天我把车停在市中
区鑫昌路上，下车去买东西，
仅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等
我再回来，看见车窗前雨刮器
下夹有一张黄色的罚单，当时
我的心情很急躁，也没有细看
单子上的内容。而这时我看
见有两个警察骑着摩托车远
去，我以为是贴罚单的交警，
于是我急急忙忙去追，打算给
他们解释清楚，看能不能把罚
单撤销。因为着急，还差点摔
了个跟头，但最后也没追到。”
张女士说。

张女士指着黄色的单子
说：“当时我特别失望，只好回
来从雨刮器下面拿出单子，准
备去交罚款。但我看了单子

一眼，竟然发现单子上的内容
和交通违规没有一丁点关系，
我越往下看，越觉得好笑，最
后还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唉，原来只是一张卖楼盘的广
告纸而已。”

“没想到现在的商家做广
告那么有创意，想想自己当时
的行为，觉得有点可笑。还好
没追到警察，否则丢人丢大
了。”张女士笑着说。

针对张女士误将广告单
看成罚单的情况，市民们也颇
有看法。市民李先生说，“我
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的
开发商真会做广告，但让人误
解闹笑话可就不好了。”

市民马女士表示，起初看
到这个广告纸，也以为是张罚
单。细看才明白原来就是卖
楼盘的，真能以假乱真，以后
可得仔细看。

“好的广告创意确实能吸
引眼球，同时起到好的宣传效
果，使得产品更加吸引人，但
是也应该为他人着想，不要让
他人理解错误，造成不必要的
误会。”市民刘先生建议说。

（记者 邵士营 实习生
种冰雪 文/图）

停车贴“罚单”？

原是楼盘广告
车主：引起误会可不好

自古重阳节就有登高的习
俗，家住薛城区凤凰西区的丁先
生休年休假，带着父母登山过
节。

“今天是重阳节，虽然是工
作日，但是我早早的就把年休假
请了，回到枣庄好好地陪我父母
过节。”丁先生说，“很早以前我
就打算着带二老爬山，父亲年轻
时在部队工作，身体很是硬朗。
喊着要去爬山已经好久了，可是
我一直没能抽时间陪他去。今天
一大早吃完早饭，我们就前往熊
耳山风景区。没想到景区还有优

惠活动，重阳节期间，年满60岁
的老年人免费畅游景区。”

据了解。今年40岁的丁先生
去年被调往济南上班。妻子和儿
子也跟了过去。由于父母不愿意
离开枣庄，所以老两口一直在枣
庄单独生活，无人陪伴。而平时
无法回家与父母团聚的丁先生，
每天只能通过视频与老两口聊
天，年逾花甲的两位老人平时与
儿子和孙子的沟通只能在四四方
方的一个小屏幕里。

“由于是工作日，儿子还在
上学，我妻子就留在济南照顾儿

子，只有我自己回来。我是20号
一早到的，那么长时间没见爸妈
了，就亲手做了一顿饭给爸妈
吃，中午还和父亲喝了两杯。”
丁先生不好意思地说，“我和父
亲喝酒的时候，就表示重阳节那
天一早要带他俩去爬山。我爸一
听乐坏了，还问怎么想起来请假
带他去爬山。我觉得现在在济南
工作，不能常常陪伴在爸妈身边
照顾，是自己不孝。趁过节正好
弥补一下对父母的愧疚。”

(记者 刘一单）

长期外地工作 无暇照顾双亲

重阳节 请假陪父母爬山

近日，家住市中区书香花苑
的张女士正在家里做午饭，女儿
忽然跑回家说受委屈了，张女士
赶忙停下手里的活，询问起女儿
到底怎么回事儿？

张女士的女儿刚刚生完孩
子，正在家里休产假，平时都是
婆婆和丈夫照顾她。这天一回到
娘家就坐在沙发上生气，张嘴就
说在家里婆婆和丈夫给她委屈受
了。张女士正要问怎么回事，看

见女婿也开门进来了。
张女士说，“女婿一进门，

女儿就没好气地问他来干什么，
我一看肯定在家里吵架了，就问
女儿怎么回事儿，让她有话好好
说。”张女士的女儿说自己在家
坐月子本来就很辛苦，可婆婆还
说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还不让
她吃饱饭。张女士觉得亲家不是
那样的人，就赶忙问女婿怎么回
事。

女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媳
妇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照顾孩
子，还总说是在网上学的，“我
妈就说那样不对，我觉得我妈毕
竟是过来人，知道的多点就让她
听我妈的，她就有点不高兴了。
吃饭也是，她想吃喜欢的东西，
我妈说她得给孩子喂奶不能什么
都吃，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否则
对孩子不好，其实也没多大的事

儿。”
张女士听完女婿的话就让女

儿赶紧跟女婿回家，“那些事儿
都是你的不对，赶紧回家。”女
儿见母亲也说自己不对就怪母亲
不替自己说话，张女士说，“你
年纪轻轻的懂什么？网上的那些
都是一般情况，自己家的孩子怎
么照顾还得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
情况来，以后有什么事多听听你
婆婆的意见。”可张女士的女儿
还是任性的不想走，张女士说，

“你不走也没你饭吃，孩子还在
家里等着喂奶呢，有空我去看看
你，赶紧回家吧。”

张女士说女儿现在都已经成
家当妈妈了，就不能再像以前那
么任性了，“一家人就得相互包
容，有事好好沟通才对。”张女
士说。 （记者 王晨曦）

不听婆婆话 只在网上学

娘家妈：照顾娃也要听听老人言

近日，滕州市东兴小区、荆西社区、海上明月三支舞蹈
队，为老人们表演了舞蹈《跳到北京》、广场舞《火龙果》及扇
子舞、腰鼓舞、柔力球等，精彩表演引来老人们阵阵掌声。

（特约记者 侯志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