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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部门：交易隐蔽，监管难度大

暗访：“三无”热水袋卖到脱销

想要告别单身？
明天会有惊喜！

11·11光棍节“脱光”红酒派对
期待您的光临！

星报讯（记者 梅静） 明天，由本报

星空社区主办的光棍节“脱光”红酒舞会

派对，在众人的期待中就要到来了。怎样

遇见生命中的那个她？又有怎样的惊喜

在等待着你？你只需登陆我们星空社区

网站（www.xksq.net）或拨打报名电话！

还等什么？赶快行动吧！

活动时间：11月11日（17:30—21:00）

活动地点：悦海港式餐厅（金寨路与

环城路交叉口老报馆5楼）

活动费用：60元/人

邀请人数：22人（男女各11人）

报名对象：35岁以下的单身朋友

报名热线：0551-5223918（2620110）

网上报名：星空社区论坛www.xksq.

net/bbs

天然气开通，要先登记
昨日，合肥市民胡女士来电询问：经

济开发区芙蓉社区翠微北园天然气一直

没有开通，给生活造成不便，不知道什么

时候能开通？

合肥市燃气集团回复：目前，经济开

发区芙蓉社区翠微北园小区已具备点火

条件，但燃气集团还未收到该小区物业提

供的业主信息资料。小区业主如需开通

燃气，可到小区物业统一登记办理燃气开

通手续。

记者 江亚萍/整理

收个快递也受气
今后谁愿再合作？

星报讯（记者 刘欢） 收快递，先检查

后确认，合情合理也合规定。可是就这么

个合理行为，让王小姐在收快递时，吃了

一肚子闷气。

11月7日上午，王小姐网购的四件商

品到货了。某快递公司配送员送货上门

的时候，因为有玻璃制品，王小姐担心运

输途中受到损坏，就要求先拆开验货再签

字确认，快递业务员却坚持说，“有问题找

卖家，你先签字，都包好的东西，不会有问

题。”“那要是发货的时候弄错呢？”王小姐

觉得自己的做法不过分，快递员称，“你这

样的人家，下次我不送了，有本事你自己

去公司拿。”这样的说法，让王小姐不快。

王小姐验完货、签了字就没再计较

了，可她认为这样的服务让顾客难以接

受，“员工代表公司的形象，员工态度不

好，直接损坏了公司形象，我以后不敢找

这家快递公司了”。

记者随后联系了合肥市工商局城隍

庙分局的庙东工商所，该工商所的工作人

员表示，会对记者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一旦发现销售”三无“热水袋的情况

属实，会立即派人进行查处。

记者昨天还从合肥市消协了解到，往

年他们也曾接到一些关于充电热水袋爆

炸或漏液伤人的投诉，但是，有些消费者

购买的系“三无”产品，又不能提供购物凭

据，因无法举证，很难获得赔偿。“消费者

应购买合格暖手类产品，若发现‘三无’类

产品，应及时向工商等相关部门举报。”

记者将调查的情况反映到了合肥市

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购物卡回

收”多为私下交易，较为隐蔽，他们很难抓

到现行，所以有一定的执法难度。“希望有

知情市民能积极向我们举报反映，一旦查

实，我们将予以严厉惩罚。”

热线说事

“一买一卖”赚差价，一天下来500多

“购物卡回收”利润挺有“料”
工商部门：交易隐蔽，监管难度大

每逢节日过后，市民的手中难免多

出几张各种名目的购物卡，如何处置这

些卡成了一大难题。一些“卡贩”看准

这一“商机”，到处发布“回收购物卡”的

信息，借机谋取丰厚的利润。近日，针

对“购物卡回收”这一行业，记者在省城

进行了一番调查。 记者 马冰璐

前几年，走在大街小巷，市民们总会

不经意看见打着“礼品回收”招牌的无名

小店，而如今这样的小店除了几家“老字

号”尚存之外，很多已经很难找寻踪迹。

而这其中的缘故便是，“门面销售”已经逐

渐转为“网络营销”。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大概从两年前起，他们便不再依靠

门面招揽生意，而是通过在街头张贴小广

告或者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吸引“顾客”。

使用“网络营销”的原因在于，门面太

“招摇”，不安全，容易“出事”，而网络不仅

安全，还不会产生租金成本，最重要的是

“传播面更广”。记者在网上简单搜索了

一下，发现有100多万条相关信息，其中大

多是“卡贩”留下的手机号、QQ号等联系

方式。

“门面”时代逐渐转向“网络”时代

“一买一卖”赚差价，“验卡”是必要程序
记者随机联系上一名“卡贩”，称想出

售一批购物卡，对方当即表示“1万元以下

一律9折，超过1万可以高点，一般9.2折。”

“一手交钱，一手交卡吗？”“先约个地点

‘验卡’吧！”“还要‘验卡’？”“不然我怎么

知道真假？”随后，“卡贩”和记者约在一家

商场的客服部见面。

见面后，这名“卡贩”拿着卡，要求客

服人员进行“验卡”，在确定卡确实没问题

之后，她从鼓鼓囊囊的包里翻找现金，记

者留意到里面放着几十张各式各样的购

物卡和一大叠现金。“买卡可以找你吗？”

“可以，但是价格可比卖卡要高一点，一般

9.5折，买得多，可以便宜点。”说完便急匆

匆要走，“还有客人在等我去收卡，以后有

卡，再联系。”

记者估算了一下，“卡贩”买进一张

1000元面额的购物卡需要900元，卖出标价

则是950元，“一买一卖”便有50元进账。

而一般一天下来，他们的买进卖出一般在

万元左右，利润最少也有500元。而每逢节

日过后“购物卡回收”旺季，利润则更大。

立冬了，天冷了，“三无”热水袋卖疯了
专家提醒：当心劣质充电热水袋爆炸或漏液伤人

立冬了，天气越来越冷，大街小巷

充电热水袋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然

而每年，充电热水袋炸裂或漏液的新闻

却屡屡见诸报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充电热水袋不安全？记者昨天走访了

合肥市城隍庙小商品批发市场，发现了

“三无”充电热水袋的身影。而更让记

者诧异的是，“三无”热水袋居然价格不

菲，很受欢迎。 记者 李皖婷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城隍庙小商品批

发市场。在一个摊位上，记者看到有不少

颜色鲜艳造型别致的充电热水袋，还有两

个女孩子正在挑选。记者拿起一个“海绵

宝宝”造型的充电热水袋，发现在热水袋

的表面没有商标，也没有品牌名称。“老

板，这个多少钱？”听见记者的询问，摊主

回答说30块，而且已经快卖断货了。记者

佯装很喜欢，谎称要拿个新的看一看，如

果好就买下来。

只见摊主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精美的

包装盒，并称“这是最后两个，说不定明天

就卖完了”。记者拿起包装盒查看，发现

包装盒仅在正面写着“AIKESI电暖宝”，并

没有厂名厂址，更不要说生产许可证、产

品检验报告和“3C”强制认证标志了。虽

然包装盒的右下角印有“本产品由×××

保险公司承担产品质量保险”的字样，但

是没有厂名厂址的充电热水袋恐怕也没

法“被保险”了。

“这个带USB接口的鼠标垫你要不要

拿一个，会发热哦！”该摊主又向记者推荐

了一种“新产品”。记者看见，旁边的摊子

上摆放着很多卡通的鼠标垫和灌热水的

热水袋，做工都很精致，但无一例外地均

用简易的塑料袋包装，上面也没有厂名厂

址。“老板，你这上面都没有厂名厂址，会

不会不安全啊？”记者问道。“不会的，这个

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卖得很好，不会有质

量问题。”该摊主回答。

有关部门：将对“三无”热水袋查处

民生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