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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记者 李帅）对于
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随
时购物的网购达人来说，买很
多商品都可以通过网购来实
现。这不，距离春节越来越近
了，很多市民开始打算网购来
储备年货，春联作为不可或缺
的年货之一，早已经进入很多
市民的淘宝购物车里了。

“去年家里的春联就是网
购的，质量很好而且价格便宜，
最主要的是利用晚上上网的时
间就把这个选好，待邮寄回来
只等到过年贴春联用就行了，
很省心，不用在大冷的天跑到
街上去买了。这不，我正在对
比几家店哪个性价比最高呢，
正准备这几天就买，等到快递
到家时，也就提前了不到一个
月。”市民吴先生在从去年网购
春联时感觉到了方便省钱省
力，今年正打算购买呢，现在身
边朋友打算网购春联的越来越

多。
市民张先生向记者说，在

网上选春联一目了然，春联的
上下联在宝贝详单里可以完整
地看到，春联的寓意和字体都
很好地选择，而且有的网店还
提供订制服务，想要什么样的
样式和吉祥话都能得到满足。
这比在街头好挑选多了，以前
过年都是和父母在年前两三天
去集市上购买，只是能看个大
概，因为无法每幅都铺开让你
挑选，所以，每年都是看着差不
多就行了。现在好了，通过网
购可以买到自己中意的春联
了。“原来都是一些店铺、保险
公司、银行等单位赠送，随意张
贴几张福字也就应付过去了，
最近两年没有了，而且也不想
这样应付，所以提前网购，选一
个自己喜欢的有着美好寓意的
春联贴在门上。”市民王女士高
兴地说道。

晚报讯（记者 杨晓斐）12月 9
日，滕州市的小丽由于轻信朋友圈
里发布的刷单返现信息，到一个山
寨的“购物”网站里被骗了近8000元
钱。

小丽平时爱玩手机，没事喜欢
看看微信朋友圈里有什么新鲜事。
12月 8日，小丽发现朋友圈里分享
了一个提供刷单业务工作的链接。
点开分享链接，小丽了解到该团队
是专业为淘宝、5173、京东商城等购
物网络提高人气指数的商家。介绍
称刷单员在网络购物商城下单买东
西，五分钟后，商城会把货款和佣金
返还到刷单员手中，刷单员再点击
收货。链接里特别提醒“网购的朋
友都知道，只要不点击收货，所付费

用无法到达商家手里。”确保了刷单
员付款不会流失，而且能够得到报
酬。任务报酬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
十不等。

想想动动手指就行，轻松赚钱，
且报酬丰厚，再考虑到自己时间充
裕，小丽便准备试一试。小丽通过
QQ联系了商城客服，客服人员发给
小丽一个刷单链接，该链接页面类
似网络购物商城，里面有各种商
品。小丽先是花两千元购买了一个
手提包，可五分钟后，并没有返还货
款和佣金，客服告诉小丽是由于小
丽没有完成任务，当完成任务钱就
会自动转入小丽所用网银账户。一
连买了近八千元商品后，小丽依然
没有得到任何返还的货款和佣金，

客服人员依然告诉小丽没有完成任
务。此时小丽才意识到被骗了。

小丽想，自己并没有点击收货，
因此钱应该不会到对方的账户中
去，而当她来到银行查询时才知道，
自己的钱已经由北京某科技公司收
取。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小丽，小丽
所进入的网站并不是正规的购物网
站，只是做得比较像淘宝、京东商城
这样的网站，在网站上付款并不会
通过类似支付宝这样的交易平台，
因此她不需要确认收货，之前支付
的钱便会直接进入对方的账户，对
方便可以当即提现。原来骗子名为
让小丽刷单，实际上是让她直接付
款。得知真相后，小丽赶紧向警方
报了案。

晚报讯（记者 寇光）家住
薛城区泰山路上的薛先生最近
遇到了一桩奇事。原来，今年
刚买新车的他，在每次开车前
都有个习惯，那就是喷点玻璃
水清洗下前挡风玻璃，清洗后
的玻璃干净明亮，开车时视野
可以更清晰广阔。然而最近天
气转冷，薛先生按照往常的习
惯，打开喷水的开关，玻璃水却
没有喷出。

“难道是冻上了？”薛先生
心里想着，觉得可能性很大。
因为薛先生原来使用的是夏季
防虫胶的玻璃水，没有防冻效
果，因此上冻了也不足为奇。
随后，薛先生便去超市购买了
一瓶防冻型的玻璃水，可使用
环境为—30℃以上。心里想着
这次可不用再担心玻璃水被冻
上了。

然而第二天的情况让薛先
生大吃一惊，原来换过防冻型
玻璃水后依然无法喷出玻璃
水。“我们这没有那么冷吧，难
道是喷头坏了？”薛先生这样想
着，便去 4S店做了一番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并非是薛先生
的爱车坏了，而是玻璃水真的
被冻上了。“不是说防冻型的
吗？只要不到—30℃都不会结
冰吗？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呢？”薛先生苦恼地说。

明明买的是防冻型玻璃
水，为何在气温不是特别低的
情况下被冻上呢？对于薛先生
的遭遇，记者在调查中遇到很

多和他有过相同遭遇的消费
者。那么消费者到底应该如何
选购玻璃水，防冻型玻璃水到
底有没有作用呢？对此记者做
了一个小实验，以此来证明玻
璃水的防冻效果到底好不好。

记者首先从市面上购买了
两款防冻型玻璃水，一号产品
价格 7元，可在—25℃以上环境
下使用；二号产品价格 9.8元，
可在—30℃以上的环境下使
用。记者分别从两种玻璃水中
倒出少许样品，放到两个一样
大小的杯子中。然后将两个盛
有样品的玻璃杯放到冰箱冷冻
层内，将温度设置为—15℃。然
后记者每 2小时记录一次样品
的状态。实验结果发现，前4个
小时两种样品均无任何变化。
从第 6个小时开始，1号样品依
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而2号样
品颜色开始变深，水面略显浑
浊。等到 12个小时以后，记者
再次拿出两个玻璃杯后发现，
一号样品依然清澈见底呈液
态，而二号样品已经出现明显
冰沙和小块冰冻。

实验结果表明，可在—30℃
以上使用的玻璃水不仅在—
15℃的环境下结冰，而且其效果
反而不如价格更为便宜、使用
环境在—25℃以上的玻璃水。
由此可发现，部分商家在玻璃
水防冻效果上面做了虚假宣
传，价格越高、使用气温越低的
产品并不见得效果就一定好。

民以食为天，买菜
是“家庭主妇们”每天
都要做的事情。曾经，
农贸市场是“主妇们”
的唯一选择，现如今，
商超以及小型蔬菜店
遍地开花，“主妇们”买
菜也有了多样选择。
14日，记者调查发现，
冬季室外气温偏低，不
少顾客为买菜舒适，纷
纷走入大型商超，菜市
场的客流少了许多。
为了度过“寒冬”，菜贩
推出上门送菜服务，抢
占冬季“懒人”市场。

进入冬季以后，细心的市民会
发现，冬天的清晨，菜市场上买菜的
人明显少了许多。相比之下，商超里
的人多了起来。

14日一大早，记者走访枣城龙
头、朝阳等农贸市场发现，相比其他
季节，市场的人流量有了明显的减
少。清晨 7时许，在龙头市场内买菜
的顾客寥寥无几。

龙头市场一位从事蔬菜销售生
意多年的陈老板表示，“有时候忙活
一整天，也卖不出去二三十斤蔬菜，
以前二三十斤蔬菜一上午功夫就能
轻松卖出。”陈老板介绍。

陈老板抱怨道，“如今这蔬菜生
意是一天不如一天，冬天气温稍有
点下降，大家都会涌进大型商超，不
愿意来透风的菜市场受这份罪了。”

当天中午，记者又来到市中区
的几家大型商超的蔬菜销售专柜。
刚进入超市，扑面而来的暖风袭来，
在蔬菜专柜选购蔬菜的人明显较清
晨的菜市场多，随着超市销售人员
的促销吆喝声，蔬菜专柜旁也是一
片热闹的景象。

正在选购蔬菜的李女士表示，
自从入冬后，她几乎都是在超市里
买菜。“去菜市场要想买到新鲜的蔬

菜，就得起个大早，一大早去菜市场
买菜，太冷不说，还耽误睡懒觉，而
超市的蔬菜专柜，中午蔬菜都还比
较新鲜，价格和菜市场上没多大区
别，关键是还能吹着暖风。”李女士
说。

采访的过程中，不少市民和李
女士持相同观点，均表示冬季在超
市买菜比在菜市场舒适。市中区解
放路上一超市工作人员称，入冬以
后，来超市购买蔬菜的顾客每天也
增加了三四成。

冬季也是“懒人”经济火爆的时
期。快餐店推出外卖业务、保险业
也推出上门服务、网店各种促销应
有尽有……宅男宅女们，因为畏惧
寒冬，选择在家猫冬，商家就是看准
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纷纷推出上
门服务，招揽顾客。

14日上午，记者在走访中了解
到，菜市场生意不景气，不少小菜贩
们也加入了送货上门的行列。让人
欣喜的是，小菜贩们走街串巷，将蔬
菜送到顾客手中，也获得了宅男宅

女的喜爱。
市中区文化路一小区居民马女

士，在逛菜市场的时候，留下了一位
菜贩的联系方式。这几天，因为马
女士身体不适，家人都忙于工作，为
了方便，马女士打通了菜贩的电
话。了解了各种蔬菜的价格之后，
马女士要求商贩将蔬菜送货上门。
午饭前的一个半小时马女士顺利收
到了商贩送来的蔬菜，不仅如此，商
贩还多送了几份，谨供马女士挑选，
马女士在家就买到了新鲜可供挑选

的蔬菜，花钱不多，也乐得清闲。
不仅如此，还有不少蔬菜商贩

将消费群体扩大到餐馆、饭店。上
门推销蔬菜，给出和菜市场持平的
价格，买多优惠多，同时多种类提供
蔬菜，这样一来，也吸引了一部分餐
馆老板的眼球。“以前每天清晨都要
起个大早去菜市场买菜，价格差不
多，还被冷风吹得直发抖，蔬菜上
门，饭馆门口就能挑选，也省了我们
的事，真是一举多得。”市中区一面
馆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早在之前，我市就有几
家大型商超推出了蔬菜宅配服务，
这类服务也吸引了一部分消费者的
眼球。菜市场冬季生意冷淡了，商
贩们也效仿大型商超，推出宅配服
务，只是这样的上门服务，也需有一
定的行业规则，约束商贩行为，确保
送货上门的蔬菜也可以健康实惠。

“年底，各类盗窃现象频发，在
这个过程中，市民对于上门服务多

少还是有些戒备心，这就要求小菜
贩们在推销蔬菜的时候，遵从行业
规则。”市民袁女士表示，“市民最好
是选择正规的蔬菜宅配机构，或者
是自己信得过，知根知底的菜贩上
门服务，这样也可以减少危险的发
生。”

“蔬菜上门送货还是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送达范围有限，一般来
说，也就是菜市场附近的。”蔬菜商

贩高先生表示。此外，送货上门的
种类有限，一般来说，除了蔬菜以
外，其他比如活禽、不易存放、易变
质、破损的商品都不易于配送。

“蔬菜品种多、价格实惠，消费
者才会喜欢，另外增加市场规范，让
更多的消费者可以享受到在家买菜
的乐趣。”市民洪先生建议。

（记者 董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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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不愿出门 家中坐等即可

菜贩“宅配服务”送菜上门
样式、吉祥话网店可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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