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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你们装佯也就算了，小事情。”记

者采访时，农贸市场管理人员的“一再劝

说”，未免有些草率。像蔡女士的遭遇，

相信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由于买卖

双方信息不对称，一些不法经营户使用

克斤扣两、以次充好等不诚信行为，让百

姓消费得很不踏实。

维持文明的农贸市场，不仅需要

经营户诚信文明经营，更需要管理部

门和开办者有所作为，积极主动消弭

不和谐因素。毕竟，诚信经营，加强监

管，“菜篮子”才能拎的顺心。

颍

减资公告
合肥新长城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因股权发生变化，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由 380 万元减少为 140 万元，请

债权人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前，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

合肥新长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11日

11元两只猪腰，扣秤要价14元
省城葛大店农贸市场摊点克斤扣两行为遭质疑

近 日 ，位

于合肥市曙光

路和黄山路交

口的人防工程

停车场正式向

社 会 免 费 开

放 ，启 用 后 的

停车场有利于

缓解附近市民

停 车 难 的 问

题 。 除 此 之

外 ，该 人 防 工

程在战时和应

急 时 ，还 可 以

作为人员隐蔽

场所。

记者 程兆/图

实习生 赵君梅 记者 江亚萍

昨日，家住望湖城的蔡女士来电反映，在葛大店农贸市场买了两只猪腰，原本只要11元，不料卖肉摊主扣秤，

要了她14元。蔡女士称，该市场克斤扣两现象特别严重，希望引起关注。

消费者买的猪腰被扣秤了
蔡女士向记者介绍，昨天上午10

点多，在农贸市场一卖肉摊点购买两

只猪腰，对方说猪腰16元一斤，称好后

说让蔡女士付14元。“之前有一次买排

骨，本来是23元，他却让我给27元，校

秤后才发现被扣秤多收了钱，所以猪

腰买好后，我没要他打理，拿到熟人那

校了下，再次发现被扣秤，按算只需要

11元钱。”蔡女士表示，自己经常去菜

场买菜碰到有人和卖肉摊贩理论，大

多是被扣秤了。

“克扣斤两看似小事，但是却牵动

千家万户，希望有人管一管这种行

为。”蔡女士还告诉记者，菜场有校秤

处，是老式杆秤，压根不方便。

扣秤动手脚就在“按数字”瞬间
下午3时40分许，记者来到包河

大道与祁门路交叉口葛大店农贸市

场。记者以顾客身份向一位卖蔬菜的

摊主询问，市场内卖肉摊点是否有扣

秤行为。该摊主告诉记者，附近居民

经常因为缺斤短两，回来要求赔偿。

她还说，在这买肉最好自己带秤校验。

当问及如何缺斤短两时，她笑着

说：“摊主称东西时按电子秤上数字，

其实就在做手脚了，想给你少多少就

少多少。”至于详细操作，该摊主表示

不愿透露。

菜场管理处劝记者佯装不知情
随后，记者到位于农贸市场内的

市场管理办公室了解情况，墙角一杆

杆秤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了解，这些

杆秤就是搞农贸市场的“公平秤”。

对于记者反映的问题，该办公室

一位丁姓工作人员表示正常，他说，

“哪个农贸市场没有这种事。做生意

都是这样的。顾客可以校秤，反映过

来，我们会协调摊主还多收的钱。”

最后，他还一再劝记者道：“人家

反映到你们报社，你们装佯也就算了，

小事情。”

筹钱上网，两人蚂蚁搬家盗仓库
星报讯（记者 张敏） 10月 10日凌晨4时30分，

特警207巡控车在沿东一环路巡逻中，发现路边两个

年轻人抬着一个蛇皮袋，气喘吁吁地走在路上，形迹

十分可疑。

经检查询问发现，蛇皮袋中装满了电机和小变

压器，甚至连包装袋都没有拆开，上面清楚地写着

“空调外机电机”。原来两人是网吧里相识的难兄难

弟，为了筹钱上网决定偷盗，一拍即合的两个人已经

数次潜入省城某家公司仓库，蚂蚁搬家似的多次盗

窃。目前嫌疑人已被归案刑拘。

维修线路，工人从电线杆上坠下
星报讯（唐俊秋 记者 张崴） 昨日下午3时许，

省城淝河路与重庆路交口安凯老厂内，一名维修线

路的工人在施工时，不幸失足从电线杆上坠下。

据现场目击者娄女士介绍，“摔下后，那名工人半

天都没有反应，浑身是血。大概过了10几秒，他才喊出

声。最后，现场其他市民发现后拨打了120。”

摔伤的工人迅速被送往省立医院进行治疗。据

医生介绍，该工人主要摔在尾骨处，目前还不知是否

已经骨折，待拍完X光片后才能确诊。

粗心锁错车，“锁牢”旁人半小时
星报讯（记者 范竹标） “奇怪，谁将我的电动

车加了把锁？”昨日，家住省城铜陵新村的阚女士，打

来热线向记者说了一件令她哭笑不得的事。

10月 10日早晨，正要上班的阚女士掏钥匙准备

开电动车时，被吓了一跳，“自己的车上竟然出现了

两把锁”。焦急的阚女士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原地等

这位“粗心人”。

30分钟过去了，眼瞅着上班快迟到了，就在她准

备给开锁师傅打电话请求援助的时候，这位粗心的

邻居赶来了。发现自己的车锁竟然锁在了阚女士的

车上，邻居连声表示歉意。“幸亏邻居及时赶到，不然

就要耽误上班了。”阚女士笑着说。

免费大礼包，提醒老年朋友别相信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多亏我留了一个心眼，

不然就要上当受骗了。”昨日，合肥市民周先生来电

话称，有人打着合肥市老龄委的牌子，免费送大礼

包，其实是个骗局。

10月10日，周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合肥市

老龄委，说要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送一个大礼包，下

午去指点的地方找黄主任拿就可以了。下午周先生

并没过去，然而这个自称黄主任的还打电话来催

他。他说让儿子去拿，“黄主任”还不乐意。11日上

午，我打了电话到合肥市老龄委一问，对方明确表示

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动。“细细一想这肯定是个骗局，

希望老年朋友不要上当。”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因为一台

电脑，父子之间闹得极不愉快，高三儿

子甚至在房门上贴出了“老头与狗不

得入内”的字条，父亲急切希望能得到

大家的帮助（本报10月10日曾作过报

道），这两天本报热线接到不少来电，热心的读者纷纷发表

自己的看法。

都女士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觉得电脑事件仅仅是

导火线，估计他们俩平时交流也不是很好，父亲的处理方

法太简单了，要让孩子从内心上知道为他好。希望能多了

解一点父子的信息，沟通下以便帮助他们。”

亲爱的读者，对待孩子你有什么独门绝招，欢迎拨打

本报热线0551—2620110告诉我们。

父子闹矛盾，读者来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