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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如何防盗，听民警为您支招
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公交分局警务人员做客本报
明天9：00～11:00，欢迎拨打0551-2620110、2639564交流

自制化妆品？别用健康为美丽买单！
医生提醒：玻尿酸属于化学试剂，须慎用！

电视购物买两部三星手机
邮包打开却是一堆化妆品
购物公司：有人以公司名义诈骗

饭店收取“餐具费”
不合理！

合肥市民汪女士来电反映：前几

天，我和朋友在三孝口的一家饭店吃饭

时被收取了“餐具费”。一次性餐具收

费不是早就叫停了吗？怎么我去饭店

吃饭的时候还是要付餐具费？

合肥市消协工作人员答复：餐饮企

业有义务向顾客提供卫生条件合格的

餐具，而如果要对消毒餐具进行收费也

需要事先得到顾客许可。确实有部分

饭店不供应自备餐具，只供应一次性消

毒餐具，这肯定不行。消费者有权向一

次性餐具收费说“不”。

马冰璐/整理

小区内的黑网吧
该取缔！

合肥市民张先生来电反映：合肥市

十五里河嘉和苑小区有很多网吧，好多

孩子经常在里面上网，特别是星期天，

孩子们都在门口等着排队上网，希望有

关部门能管一管。

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回复：经调

查了解，该小区现有三家无证网吧，荷叶

地派出所不久前配合蜀山区工商局政务

区工商所，对该小区的无证（黑）网吧进

行突击清查取缔，日前，又分别到三家无

证网吧，上门宣传相关政策，并准备于近

期会同工商和文化部门联合行动，取缔

无证网吧。同时嘉和苑社居委积极协

助，指派社区网格化管理员联系房东，要

求房东配合工作，终止租赁合同，督促无

证网吧承租人撤出，收回房屋。

记者 祁琳/整理

地摊摆上慢车道
要管理！

合肥市民许女士来电反映：凤台路

（站西路至新蚌埠路）上，每天傍晚都有

人将地摊或大排档摆在慢车道和人行

道上，把路堵得严严实实。行人只有走

中间快车道，非常危险。希望有关部门

切实负起责任，加强管理。

瑶海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瑶海区

长淮城管中队的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

实，投诉人反映的凤台路（站西路至新

蚌埠路）晚上有流动摊点在人行道和慢

车道上经营的情况属实，长淮街道城管

中队已组织执法人员对此处的摊点进

行了劝导并予以取缔。

记者 祁琳/整理

星报讯（记者马冰璐） 将15ml玻尿酸

原液、2ml绿茶萃取精露等几种原料进行简

单的DIY加工，一瓶玻尿酸抗老活肤保湿精

华液便“新鲜出炉”？最近，省城许多年轻女

士将眼光瞄准网店，买回化妆品原料自己动

手制作化妆品或者尝试卖家自制的化妆品，

市民方女士说，已经花费近千元用于“支持”

自制化妆品店，“我感觉没有什么副作用，效

果也不错。”

记者浏览了一家网店卖家给的玻尿酸

抗老活肤保湿精华液的配方发现，除了简单

规定了配料名称和分量之外就“别无他

物”。而这些配料的价格一般不过几元到几

十元，比起名牌化妆品动辄几百元的售价便

宜了不少。针对“配方是否安全”的质疑，卖

家表示，配方都是自己精心设计、尝试过的，

一般不会出事，但是也不排除个别买家出现

不适反应，“一般在购买前，我都会提醒买家

要慎重！”

那么“美丽”背后是否暗含着隐患呢？

记者从省立医院皮肤科了解到，玻尿酸属于

化学试剂，具有一定的刺激性，而且分为工

业用和医用两种，纯度和性能也有很大差

别。而网上销售的原料来路不好确定，市民

购买须谨慎。也许从短期来看并不会出现

不适反应，但若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一系列

问题。

星报讯（王涛） 12月14日（周二）上午

9:00～11:00，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公交

分局一线警务人员将做客本报新闻热线，接

听市民电话，为广大市民年末防盗支招，欢

迎 读 者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551-2620110、

2639564，参与交流。

年末岁尾一般都是侵财性案件的高发

时段，本报12月1日起推出了治安防盗系列

报道，引起了市民们的强烈关注，不少市民

打进本报新闻热线，反映自己遭遇到的盗抢

事件，希望觅得“防盗良方”。

为此，本报特邀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公交分局一线警务人员来本报接听热

线。此次接听热线的两位警官都有着丰富

的办案经验，不但常年战斗在反扒、防盗抢

第一线，同时也侦破过大量侵财类案件，对

各类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犯罪心理都有

较深入的研究。相信在与他们聊过之后，您

一定会大有收获，一定能提高自身的防盗抢

能力。

防盗是一个老话题，但恐怕没有几个

人能说自己不会遭贼，同时，也没有哪个

城市能彻底断绝小偷的踪迹。在这种情

况下，对市民来说，防比打更重要，能防范

好，让盗贼得不了手才是保护财产的最佳

方式。

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防范水平？学

习各类防范知识就是一条必由之路。明

天上午，就有这样一个机会等着您，两位

警官将一对一指导您安全防范知识。两

路热线 0551-2620110、2639564 等待您

的拨打。此外，您也可以登陆本报星空社

区（www.xksq.net）参与讨论。

星报讯（记者 刘欢）“我订购了两部

手机，包裹寄到镇上邮局。打开一看，里

面竟然全是化妆品。”日前，合肥的李先生

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称其通过电视购

物，在上海七星购物公司购买的两部手机

都成了化妆品，当初那个销售员的电话，

怎么打都没人接，一个多月了也没得到任

何说法。

消费者
买的是手机，收到的是化妆品

“我表弟买过他们的手机，通过表弟，

一位工号为0078的李姓工作人员，打电话

向我推销手机，表弟说他买的手机好用。”

10月 24日，李先生就通过该工作人员，订

购了两部三星3G手机，一共1178元，对方

还表示会赠送 500 元话费充值卡和充电

器。11月 6日，李先生到老家老集镇上的

邮局取包裹时发现，包裹里根本没有手机，

只有一堆大长今化妆品。李先生当即要求

邮局退货，邮局称其不能为他退货，他便打

电话问销售员。“可能发错货了，我给你办

理退货，明天中午12点之前送到。”可好几

天都没有消息，李先生再次打电话询问，

“只要听到我的名字他就挂电话”。

购物公司
有人以我们公司名义诈骗

“有这事！他当时还蛮高兴地炫耀，说

用电视购物买了两部很好的手机，可打开包

裹，一个手机都没有，只有一堆大长今化妆

品，这种情况我们邮局遇到过几次了。”老集

镇邮局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李先生

在邮局里就打电话给销售公司，交涉了很长

时间，随后还报了警。而老集镇派出所出警

的齐警官称，当时建议李先生提供材料，他

们向县里“打假办”汇报、调查。

“我们没有这个工号，而且一直没有这

种活动。”记者联系上海七星国际购物公司

时，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最近接到

不少这样的投诉，“有人以七星购物公司的

名义进行诈骗”，他们正在调查。该工作人

员称，公司员工的工号都是以“1”开头的四

位数，而公司一直在销售量子粒的相关产

品，并没有销售手机类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