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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池私取地下水
惹争议

晨报讯 （见习记者 陈

海寅 李崇） “我住在山城

区朝阳街， 附近的朝阳浴池

在抽取地下水营业。 听说地

下水抽多了会导致地基不稳，

附近的居民都很担心。”

4

月

6

日， 山城区的张先生向记者

反映。

4

月

7

日， 记者采访了朝

阳浴池的老板王先生。 王先

生介绍， 朝阳浴池营业已有

9

年多了， “当时打井是经过

水利部门同意的， 而且我们

打的是深水井， 不会对地基

造成影响。” 王先生说。

对于使用地下水营业的

原因， 王先生表示： “用自

来水肯定会赔钱。” 当记者提

出要看水利部门的相关批准

文件时， 王先生称： “当时

是口头批准的， 没有书面文

件。”

4

月

8

日， 记者采访了山

城区水利局，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开采地下水用于商

业、工业等用途必须办理用水

许可证，朝阳浴池并没有办理

用水许可证，属于违法行为。 ”

在说到居民的担心时，工作人

员解释，开采深水井取用地下

水对周围房屋影响不大，但这

是以不滥采为前提条件的。

另据该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山城区水利局正在开展地

下水资源普查活动，其间将会

对山城区的地下水采用进行

规范。

杂志乱盖章
影响美观

晨报讯 （见习记者 陈

琛） “咱们文化中心报刊阅

览室里好多杂志都挺好看的，

美中不足的是图书馆专用章

往往盖的位置不够好， 封面

人物很漂亮， 可是脸上、 脖

子上有个那么明显的印章，

感觉很杀风景。”

4

月

11

日新

区张女士对记者说。

“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去

图书馆看杂志， 也注意到这

个问题了。 我女儿每次去都

会找些杂志来欣赏封面上的

明星照片， 可是经常发现一

些明星的身上出现印章， 画

面被污染， 这让她觉得非常

扫兴。” 常和孩子一起来图书

馆的市民周女士说， “图书

馆盖章是必要的， 不过为了

视觉美观， 盖在不影响画面

的地方， 做到两全其美就皆

大欢喜了。”

“盖章要选好位置， 以

着力保留封面的整体美观。”

市民宋先生酷爱藏书， 因而

对公共图书馆盖章规范上颇

有期待， “画面与印章相映

成趣， 合璧生辉， 不但能起

到盖章本身的作用， 还能为

封面增色添彩、 活跃气氛。

因此， 加盖印章要有一定的

规范， 需要认真对待不可随

意。 如果印章盖得好， 会起

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可以充

分满足读者对封面的阅读与

审美的要求。”

市文化中心图书馆办公

室的负责同志在受访时欣然

表示， 感谢读者对图书馆的

关心， 大家反映的问题不同

程度地存在， 以后图书馆会

尽量选择把章盖在封面空白

处， 努力做到盖章更规范。

晨报讯（见习记者 郭

坤 陈海寅）“我在电视上看

了一个出售纪念币的广告，

就打电话订购了一套。 但买

回后我总担心是假的。 ”

4

月

9

日，新区马先生对记者说。

4

月

10

日， 在马先生家

中， 记者见到了他购买的第

三、四、五套人民币。 他说：

“第三套中有两张纸币摸上

去感觉很薄， 还有一个

2007

年版的一分硬币， 我也有些

怀疑。 ”

在纪念币的包装上，记

者没有找到生产商。 快递单

上发货人一栏上只有“北方

购物”的字样，没有发货地址

和发货单位；在快递单上，记

者还发现了这样一行字：“收

货后如无退换情况， 请在一

个 月 内 的 工 作 时 间 致 电

0371

—

86020906

索取发票！ ”

想要索取发票， 必须在收货

后无退换情况下才能索取。

商家明显在玩文字游戏。 马

先生说， 他购物后也没收到

任何有效的购物凭证。

人民银行：

难辨真伪

记者陪同李先生一起来

到了中国人民银行鹤壁市中

心支行。 相关工作人员看过

马先生的纪念币后告诉记

者：“有几张纸币上面有明显

的印痕， 显然是已经流通过

的旧币经处理后装帧的，不

是原封票。 ”

说到马先生觉得手感较

薄的两张第三套人民币时，

工作人员说：“第三套人民币

早就不流通了， 没有专门的

检验机器。 这几张都经过了

处理， 所以单凭手感辨不出

真伪。 ”

工作人员说：“发行每套

人民币的时候， 人民银行都

会经国务院批准向社会上公

布。 因为没有发行文件，这个

2007

年版的一分硬币， 我们

也解释不了它的真伪。 ”

工商部门：

慎买电视购物产品

开发区工商分局监管科

的工作人员陈煦春对记者

说：“电视购物上的广告一定

不能轻信， 此类产品的质量

不好保障， 且购物后也不会

给顾客任何购物凭证。 因厂

家多在外地， 市民发现上当

后也不好追回经济损失。 ”

律师：

消费者可维权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河南

明星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

他说：“市民遇到电视购物欺

诈可以选择如下方法维权：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

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三、向

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四、根据

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

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另外，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

九条和《广告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 如电视台能提供经营

者的相关真实信息， 不承担

经济赔偿责任， 但要承担行

政处罚。 反之，要承担经济赔

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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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见习记者 苗苗

侯韶莹） 超市内品种齐全、经

济实惠的自制食品越来越受

市民的青睐。这些食品真的表

里如一吗？

4

月

9

日，记者走

访了我市的一些超市，发现超

市自制食品存在着保质期不

明、卫生不达标等诸多问题。

生产日期不明确

记者在黄山路一家超市

看到，肉类专柜内摆放着猪肝

等肉食， 但柜上标签显示，这

些肉类的生产日期统一是

4

月

1

日， 保质期均为

3

天

～5

天，按这个日期来算，这些肉

类早已过了保质期。但销售人

员却解释说超市打印日期的

机器坏了，这些都是今天早上

刚进的货，绝对没过期。 记者

在淮河路一家超市也看到了

类似的情况。

多数超市的自制食品都

未标明生产日期，“当天生产”

的说法更是无从考证。超市工

作人员的解释均为：超市食品

是现做现卖。

添加剂未标明

记者发现在新区多家超

市内都有自制的糕点，但标签

上除了名称、重量、包装日期

和价格外， 再没有其他标识。

例如配料、添加剂的使用情况

等消费者更是无从知晓。

保质期不统一

记者经采访发现，各个超

市自制食品的保质期没有一

个统一的标准，在设定上“各

自为政”。比如同一种肉制品，

有的超市规定的保质期为

3

天，有的却为

5

天。

工作人员操作不规范

记者发现， 在一些超市，

自制食品柜台前卫生要求形

同虚设。 在黄河路一家超市

的糕点制作间内， 一共有

7

名

～8

名制作人员， 而这些人

的口罩全部挂在下巴处， 还

一边制作一边聊天。 更有一

名男性工作人员， 将制作糕

点用的面团当做玩具抛来抛

去。

食品专柜也承包

据知情人士透露， 超市

自制食品专柜有的承包给了

个人； 有的是供货商提供的

半成品， 超市人员再进行现

场加工。 一些市民认为， 超

市必须加强对个人承包专柜

的卫生检查， 防止有人在食

品卫生上蒙混过关。

一些市民认为， 现在缺

乏一个专门针对超市自制食

品的规范条例。

记者了解到，目前超市执

行的是由国家卫生部颁布的

《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该

规范未对超市自制食品的生

产销售提出具体的卫生标准。

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负责起

草的《超市现场加工食品经营

规范》草案已基本完成并上交

给有关部门，规范将从原辅材

料、包装材料、保质期等方面

对超市自制食品提出进一步

要求。

生产日期、添加剂、保质期不明

超市自制食品难让顾客放心

纪念币真假难辨
工商部门：谨慎购买电视购物广告中的商品

晨报讯 （见习记者

陈静）“这么大的步行街

居然找不到一个垃圾箱！”

4

月

11

日， 市民李丹对

记者说。

据李女士介绍，

4

月

11

日， 她和老公带着孩

子到广场西区步行街逛

街。 因为孩子小， 一会儿

流鼻涕， 一会儿流口水，

没多大工夫就弄出一大堆

垃圾来， 可环顾一周， 竟

找不到垃圾箱， “以前虽

然常来此逛街， 但这里没

有垃圾箱还是头一次注意

到。”

最后， 在无奈之下，

李女士的老公只得跑到广

场西侧人行道上把垃圾扔

进了垃圾箱。

在西区步行街做了几

年生意的王女士也告诉记

者， 步行街内没有垃圾箱

是个老问题了， 不仅顾客

觉得不方便， 他们商户也

觉得不方便。

4

月

11

日下午， 记

者来到了广场西区步行

街， 发现此处一个垃圾箱

也没有。

记者还看到有位市民

手中拿着垃圾四处找垃圾

箱， 可因没找到就将垃圾

丢弃到一个角落里。 记者

赶忙上前采访了该市民，

她很不好意思地说： “随

手扔垃圾是我不对， 但是

这儿没有垃圾箱我也没办

法。” 这时旁边一位商户

说： “怎么没有， 西区西

侧的步行街上就有。” 按

照该商户的指点， 记者终

于发现了垃圾箱的踪迹，

但只是四个垃圾箱的底

座， 箱桶早已不见了踪

影。

据周围的商户介绍，

自他们去年来这里做生意

时就是这样了。 记者看到

为了解决扔垃圾的问题，

不少商户自制了垃圾箱，

方便自己也方便顾客使

用。

市民呼吁相关部门能

尽快解决此事， 不要让市

民再为扔垃圾的事感到头

疼。

西区步行街
难觅垃圾箱

放飞一只幼鸟 引来一窝斑鸠

晨报讯（记者 陈志付）

“斑鸠天生胆小怕人，可是这

窝斑鸠却在俺家的门头上安

家。 ”

4

月

11

日，记者在淇县

西岗乡的宋文昌家里看到：

他家的门头上有个伸手便能

摸到的斑鸠窝， 一窝斑鸠与

这家人和谐相处。

3

月

22

日那天， 宋文昌

发现自家的门头上多次掉下

一些杂草和细小的枯枝，他

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对斑鸠

正在门头上的一根横棍上搭

窝。 宋文昌说，当时他感到很

奇怪，斑鸠胆子特别小，一般

都在野外筑巢， 怎么会到他

家搭窝呢？ 同时他又担心，

“门头上边只有二指宽，斑鸠

大老远衔来的材料一直往下

掉，怎么能搭好窝呀？ ”

到了第三天早上， 宋文

昌将一块木板钉在斑鸠搭窝

的地方。这一举手之劳帮助斑

鸠提高了筑巢的效率。令宋文

昌没有想到的是，在钉上木板

的当天下午，斑鸠就在还未完

全搭成的巢穴里产下两枚蛋。

“它们急着搭窝原来是要下蛋

呀！”宋文昌说，这两只斑鸠一

点也不怕人，他和家人每天从

斑鸠窝下面进进出出时，斑鸠

还会对着他们发出一连串的

叫声。

记者来到宋文昌家采访

时，有一只小斑鸠已经孵化出

壳，另一枚斑鸠蛋正在孵化当

中。 宋文昌说，另一只小斑鸠

也即将出壳。

斑鸠一般生活在野外，宋

文昌家的门头上却有一窝斑

鸠，有的村民说这是吉祥的象

征。 宋文昌告诉记者，去年

6

月间有一只刚会飞的小斑鸠

被塑料袋缠住翅膀后落在他

家门口，他把塑料袋解开后放

飞了那只小斑鸠，没想到今年

来了一窝斑鸠在他家“安营扎

寨”。 （线索提供：宋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