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见习记者 周

凯楠 叶晓伟）“

4

月

8

日

19

时

40

分，两名男子来到我的

酒店骗走

200

元钱！ ”

4

月

9

日上午， 市民陈先生打来热

线，“我担心他们继续行骗，

希望尽快揭穿他们的把戏。 ”

4

月

9

日

10

点， 记者来

到了新区黎阳路与华山路交

叉处的某酒店， 见到了陈先

生。 据陈先生讲，

4

月

8

日

19

时

40

分左右，一位个子不高

带有南方口音的男子边打电

话边来到柜台前， 他要了一

桶王老吉， 然后掏出

100

元

递给服务员， 并以包间吃饭

为由支走了柜台旁的老板

娘。 老板娘一离开，这名男子

说他有零钱，不用换开那

100

元。 这时服务员把

100

元放

在了柜台上等待男子拿零

钱， 该男子又说再要一桶王

老吉， 就在服务员转身拿饮

料时，该男子又说没零钱，直

接找钱吧。 服务员就埋头找

钱。 男子一直打着电话做掩

护，收钱的动作极为迅速。

3

分钟后，又一名男子来

到柜台前。 该男子以同样的

方式没付钱便拿走了两瓶饮

料，并得到了酒店找回的钱。

据陈先生介绍， 晚上酒

店盘账时发现少了

200

元

钱， 看过监控录像后发现的

确是上述两男子所为。 他们

立即报警， 黎阳路派出所的

民警已展开调查。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要提

防骗子， 尤其是人员密集的

超市、菜市场、饭店等公共场

所。 在对此

2

人追查过程中，

希望广大市民及时举报。

五分钟
两男子拐走酒店 200元
民警：遇到骗子及时举报

晨报讯（见习记者 陈

琛）“公共空地原本是居民休

闲活动的场所， 如今却变成

了私家车停车场， 居民无法

正常锻炼身体。”

4

月

8

日，家

住鹤翔东区的张先生向记者

道出了心中的苦闷， 随着家

庭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居

民小区频频出现私家车挤占

健身休闲广场等公共空间现

象，不但给居民带来不便，而

且容易引发邻里纠纷， 影响

到和谐社区的建设。

“前两天我到楼前面公

共活动场地锻炼身体， 就和

一辆白色轿车的车主闹了不

愉快。 ” 鹤翔西区的杨女士

说，“我经常和老伙伴们一块

儿在那里走几圈， 活动活动

腿脚。 经常有人停车让我们

离开， 那天下午一位女车主

态度很不好， 嫌我们腿脚慢

挡了她的路，还硬撵我们，实

在是让人生气。 大家都是邻

居， 我们能理解他们利用小

区公共空地来解决停车难的

要求， 车主们也要考虑到其

他人活动健身的需要， 多为

他人提供方便， 就不会伤和

气了。 ”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几个

小区的物业部门， 了解到在

现实情况下， 邻里之间互相

体谅、彼此忍让，才能够较好

地解决此类矛盾。 车主在居

民集中活动的时间可以另择

停车地点， 确实只能停放此

地也要规范停车， 尽量空出

更多的公共场地供居民锻炼

身体； 活动健身的居民可以

适当调整活动时间或者改换

活动地点。

晨报讯（见习记者 李

潇潇）“快来淇河公园看看

吧， 有人在河边电鱼！ ”

4

月

12

日下午， 市民孙先生语气

急促地打来热线电话。

记者立即来到新区淇河

公园， 一处观景木桥边，

3

名

20

岁左右的青年正在电鱼，

并有不少市民围观。 其中一

位站在一块距河岸一米多远

的大石头上， 脚下放着一个

电动车大电瓶， 电瓶的正负

极分别伸出一条电线， 缠绕

在两个竹竿上，伸入水中。 河

岸上的两青年每人手持近两

米的鱼网， 不停地捞起河面

上被电晕、电死的小鱼。 记者

赶到时， 两名青年身边的大

塑料桶中已经装了大半桶小

鱼，其中以鲫鱼、黄鳝、泥鳅

居多，基本上都是不足

10

厘

米长的小鱼， 有的甚至只有

四五厘米长。

当记者询问其中一名青

年是否知道“电鱼”是违法行

为时， 该青年说：“我们没事

电着玩儿呢，又不卖。 ”

围观市民无人制止，还

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野生

鲫鱼”，几位妇女甚至和青年

商量要买下这些鱼， 被青年

以没有带秤为由拒绝。

3

名青

年提着大半桶小鱼、 背上电

瓶、骑着电动车扬长而去。

“一次电击就死一大片，

都是些没长成的小鱼， 真让

人心疼。 这种事

110

警察没

法管， 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

该向哪个部门举报。 ”孙先生

气愤地说。

随后， 记者采访了负责

淇河河道管理和渔业保护的

市淇河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

常志刚告诉记者， 他们每天

都在淇河沿岸巡逻， 但因人

力有限，对于这些“灵活”的

违法捕鱼、电鱼者，管理起来

有些无奈。“希望广大市民发

现淇河电鱼、捕鱼现象时，尽

快向我们举报。 ”常志刚说。

记者提议淇河执法大队

设置一个热线电话并向全市

市民公布， 畅通群众举报渠

道， 这一建议得到淇河执法

大队工作人员的赞同， 并承

诺会立刻与上级领导研究此

事，争取尽快落实。 记者将继

续关注此事。

晨报讯 （见习记者 秦

颖） 尽管金融危机影响下人

们都捂紧了钱包， 但是一张

张消费卡悄悄填满了我们的

钱包。 或许是可以打折的会

员卡， 或许是某个银行的信

用卡， 或许是健身或美容的

年卡等。 当我们真正整理过

后就会发现， 很多消费卡，

实际消费次数远远低于预计

次数。 这意味着， 自己手中

的消费卡已不再实惠。

［美容卡］

只用过几次

“若办理一张美容卡需要

花费

400

多元，而消费到一定

金额后则会赠送价值

700

元

的美容卡，显然这个金额要远

远高于一张卡的金额。 ”市民

李女士去年在一家化妆品店

买了上千元的化妆品后获赠

了一张美容卡，“既买到了东

西又能免费美容是很划算，可

是转眼半年过去了，自己仅去

美容

3

次。 ”

“原计划定期做护理， 可

是不到一个月就因为工作太

忙很少过去了， 时间一长现

在也想不起来美容的事了。

虽然日常化妆品一直在用，

但还有一部分美容专用化妆

品没有用， 价格也不便宜，

如果不赶在使用期限前用完

就浪费了。” 李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消费的时候确实有点冲

动， 为了办那张美容卡她还

买了平时很少用的化妆品。

一想到浪费的美容卡李女士

就很心疼， 并表示会尽快将

“实惠” 利用起来。

［游泳卡］

冬天还要去吗

家住打柴巷附近的市民

王先生， 前年为了锻炼身体

买了一张温泉的年卡， 一年

可游泳

100

次。

“原计划和妻子一起锻

炼身体， 孩子放假时也会去，

一年应该能消费完。 可天气

一凉， 家离游泳馆又比较远，

我们一家谁都不愿意去了。

我白天上班， 晚上也多是应

酬和聚会， 周末更是想在家

休息不想出门。 所以一直到

去年夏天快到截止期限时还

剩

50

多次， 最后我们邀请了

朋友、 同事一起去才勉强在

截止日期前使用完

100

次。”

王先生说， 自己并没有获得

实惠， 反而因为那张弃之可

惜、 又用不完的游泳卡影响

到心情。

［信用卡］

哪张该还款？

“当时信用卡做活动，

我就办了好几张， 配合他们

的活动消费。 本来图实惠，

但是购物多了总忘记哪张信

用卡该还款了， 为此扣了几

次滞纳金 ， 而且金额还不

少。” 市民王小姐说， 记清楚

每张信用卡最后还款的期限

也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因为

其他几张信用卡还有不少积

分， 所以她计划等把积分兑

换完毕后只使用一张。

享受实惠有技巧

“消费年卡最好买在离工

作单位或家近的地方，这样就

不会因为路途远而找借口了；

美容卡最好和朋友一起办，大

家可以互相提醒、 互相鼓励，

这样去美容的次数和积极性

也会提高。 ”市民张璐表示她

健身或美容都会和朋友搭伴

去，不仅多认识了朋友，年卡

的利用率也上去了。

“有些信用卡因为欠款时

间过长，滞纳金甚至会超过本

来要缴纳的费用，所以记下信

用卡、水电费等各种账单的最

后期限，尽量在最后一天前将

这些账单结清。而且因为信用

卡的积分是终身相随的，与其

费心思记下不同银行信用卡

每个月不同的还款日，还不如

做某一银行的忠实卡主，提高

积分也能提高信用额度。 ”家

住鹤翔西区的张女士是一名

会计，她有一个记账本，时间

久了，她总结出不少实用的消

费技巧。例如通过散步、慢跑、

做家务等活动健身，既实惠又

能保持健康。

相关链接：

一位经济学家表示，办年

卡其实是经济学上的博弈概

念。 假设消费者选择办年卡，

那他获得实惠的方式就是通

过提高使用率来降低单价，假

设原来单价

10

元， 年卡一次

性费用是

100

元，只有在一年

中使用年卡次数大于

10

次，

消费者才可获得实惠。但与此

同时， 随着年卡使用次数递

增，消费者付出的其他成本也

会增加，如时间、精力、自由

感。假设理想状态是消费次数

大于年卡单价，但不付出太多

的额外成本，这个时候消费者

就必须有所取舍。这个变量由

你自己掌握。

美容卡、健身卡、信用卡……

消费低于预计次数不实惠

晨报讯（见习记者 秦颖

陈静）“我们家属院门口的垃

圾问题已经持续快

10

年了，

到现在还没人解决。 ”

4

月

8

日，家住党校家属院的郭女士

说，育才学校学生宿舍紧邻党

校家属院，学生宿舍下面常年

堆放大量垃圾，且常有人将其

焚烧，散发出刺鼻气味。

“垃圾经常被焚烧， 塑料

袋烧过后刺鼻的臭味会持续

很长时间。 尤其是夏天气味

更难闻， 还会引来蚊子， 学

生公寓和家属楼都不敢开窗

户。” 郭女士介绍， 党校家属

院门口堆积的垃圾是育才学

校的生活垃圾， 开始时这些

垃圾堆放在学生宿舍的西门

附近， 后来垃圾一直南移，

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党校家属

楼门口。

4

月

8

日下午， 记者来

到了位于

107

国道的党校家

属院， 还未走近就看到了大

门北边大片的垃圾， 因焚烧

而产生的白烟还依稀可见。

走近后发现垃圾已经比周围

地面高出了半米左右， 塑料

袋、 废纸、 馒头、 包子、 拖

鞋、 破旧衣服等各种垃圾比

比皆是。 由于长期焚烧， 附

近不少树苗已处于死亡的边

缘， 残留的树木根部被烧得

又焦又黑。

两位捡垃圾的老人告诉

记者， 经常有人倒完垃圾就

会直接点火烧掉， 垃圾没有

经过回收再利用太可惜了。

随后记者来到市育才学

校。 育才学校行政办公室主

任李树明说： “不仅我们学

校， 党校家属院居民和附近

居民也将生活垃圾倒在那

里。”

而郭女士说， 前几年育

才学校曾给党校家属院通知，

禁止将生活垃圾倾倒在此垃

圾堆放处， 所以目前党校家

属院的所有生活垃圾， 都由

专人负责统一清理， 没有倒

入该处。

关于垃圾的焚烧， 李树

明说， “学校从未焚烧过任

何垃圾， 常常在那里捡垃圾

的人正是焚烧垃圾的始作俑

者。” 因为焚烧垃圾就烟雾污

染学校环境， 影响学生正常

上课， 所以育才学校每天都

派人巡查、 监督焚烧垃圾的

行为，但即使抓到焚烧垃圾的

当事人， 学校也只能教育一

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就垃圾清运的相关问题，

记者采访了市环卫处的工作

人员。 记者了解到， 清运处

理垃圾的正常途径应当是委

托环卫处， 由垃圾清运车运

送到就近的垃圾中转站进行

集中统一处理， 但前提是要

与环卫处签订有偿服务协议，

申请上门服务。 市育才学校

在委托清运处理垃圾签订有

偿服务协议时产生的费用问

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 所以

其垃圾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针对个人焚烧垃圾的行为，

环卫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按照规定， 绝对不允许个人

焚烧垃圾， 一经发现将处

50

元罚款。

市环卫处的工作人员表

示，在年前已经与育才学校积

极协调， 育才学校也表示，目

前学校已经向环卫处申请在

学校的东北方向建一个垃圾

池，预计今年

5

月

1

日前后投

入使用，届时垃圾堆放问题也

将会得到解决。

截至记者发稿时，此事仍

在协商中，关于这片垃圾的处

理问题， 记者将跟踪报道，继

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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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堆放 10年无人管
育才学校：新建垃圾池预计

5

月

1

日投入使用

三名男子淇河“ 电鱼”

淇河执法大队：会尽快公布举报电话

健身场还是停车场？

公共空地一地多用引发邻里矛盾

因归属成烫手山芋

垃圾处理靠焚烧？

垃圾处理已协商

党校家属院门口旁的大片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