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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看着挺精美，却看不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

婚礼喜糖让人忧喜交加
本报12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牟晓梅 记者 吴永功)

“喜糖外包装都挺精美的，打

开一看里面的糖果不少都是

杂牌子，根本没有生产厂家和

生产日期。”记者调查发现，不
少市民对于婚礼上收到的喜
糖忧喜交加：喜糖是亲友的回

礼，可喜糖的质量却令人不放

心。

“有朋友带小孩到家里

玩，我就拿出前几天去参加同

事婚礼的喜糖给他们吃，拆开

包装一看，里面有些糖果都快

化了，拿在手里感觉黏糊糊

的，而且糖纸包装字迹模糊，

也没写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12日，家住开发区华电小区的

李女士在家中招待客人时，遇

上了这样一件尴尬事。

记者来到三站糖果批发

市场一家店铺，店主告诉记

者：“我家的糖果价格便宜，像
这种叫‘金喜太子妃’的糖果，

超市里有一模一样的，我这边
只卖8块钱，而超市卖12元。”

随后记者从这家店铺里里买

了四种喜糖，其中高级酒心

糖、绿豆奶糖两种糖的外包装
上，除了名称之外再没有其他

可供查询的信息。

不过记者在大润发超市

糖果区里，并没有找到店主所

说的‘金喜太子妃’奶糖。超市

工作人员孙先生表示，他从来

没听说过那种糖果，“现在都

吃好牌子，像徐福记、金丝猴

等，吃的就是个放心，另外像
德芙、阿尔卑斯之类更高档点

的糖果，今年每斤卖到40多

元。”

“在我们看来，结婚喜糖
就是一个心意，也许很多人并
不会去吃。”今年10月份刚刚

结婚的李晓丽告诉记者，结婚

的时候因为宾客太多，有五六

十桌客人，人人都要分到，所

以在选择糖果的时候，他们并
没有选择那些高端价位的品
牌糖果，10元左右价位的糖果

成为他们的首选。

在三站批发市场采购糖
果的一对恋人告诉记者，他们

打算在明年1月份举办婚礼，

已经买了十斤低价糖果，另外

还稍微买了点品牌糖，这样掺
和在一起，看起来不是太差就

行了。

开发区工商局工作人员

表示，绝大部分糖果小包装上

都不标示生产日期，所以买喜
糖最好是从正规的销售处购

买有信誉的产品，并且看清楚

保质期、生产厂家等相关产品
信息，这样才能尽可能保证买

到的喜糖没有问题。

汽车总站推出“一站式”服务

9日，在烟台汽车总站，车站工作人员正在照看一名旅客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则去售票窗口买

票。最后，车站工作人员还将这对母女送上车。据了解，烟台汽车总站最近推出的“一站式”服务，只

要有旅客提出服务要求，车站工作人员不管与自己的业务范围有无关系，都会主动地把自己当成

实现旅客需求的第一责任人。车站每天都安排7名工作人员专门提供这样的服务。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本报12月13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林瑛 杨波

东洁) 随着双节将至，网上
购物也越来越热，但如果不小
心掉进网购的陷进，白花了钱
不说，还着急上火。近日，市民
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
事。

12月1日，市民刘女士在
淘宝网上花1400元购买一款
某知名品牌的特价手机。6日，

快递公司工作人员上门送货，

刘女士在《收货确认单》签名
后打开包装，不禁大吃一惊，

盒里装的竟然是一款塑料模
型手机。

“当时看价格很便宜，

商家也承诺质量没有问题，而
且是限量版出售。”刘女士说，

“这是我第一次上网购物，没
想到到竟然买了个模型手
机。”之后，刘女士通过网络多
次联系到卖方，但对方却对此

置之不理，拒绝赔偿。

8日，刘女士来到市工商
局芝罘分局进行投诉。工作人
员调查取证时发现，刘女士在
收货前已上网“确认收货”，并
在快递公司《收货确认单》签
名。因签名意味着买方已“确
认收货”，执法人员对此难以
依法受理、调解。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就目前法规效能和管理技术
而言，网购纠纷调解实践操作
难度相当大。据悉，市工商局
芝罘分局去年受理的网购纠
纷申诉，调解成功率仅为22%。

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提醒，

网购一定要谨慎，快递员送货
后，不要忙着在《收货确认单》

签字，要先核对发货单，查验
来货真实性以及是否完好；此
外，最好验货之后再付款，汇
款要经银行支付宝交易，不要
轻易上网“确认收货”。

1400元买来模型手机
工商提醒：消费者网购要谨慎

本报12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毛旭松)新世界花园南门前
幸福南路大货车多，车速过快，

小区居民只能在车辆间隙之
间穿行，非常危险。交警部门通
过安装防护隔离栏杆，早晚高
峰期禁止货车通行等措施保
障居民出行安全。

12日，记者在新世界花园
小区南门前的幸福南路看到，

该路双向6车道，车流量非常
大，而且车速都很快。行人在车
辆间隙穿行，有两位老人步伐
缓慢，迟迟过不了马路。

“这里是去往渤海轮渡的
必经路，大型货车从此处经过，

速度都挺快的。路口发生过好
几次车祸，前几天还有位骑自
行车的被轿车撞了。”在小区门

口修自行车的张先生说，五六
天前该路刚安装了防护隔离
栏杆，对行人乱穿马路和车辆
私自掉头的现象有了有效地
遏制，但车速过快，行人过马路
难的问题还是存在。

交警二大队负责人对此
表示，由于幸福南路跟幸福路
交叉口和车管所处有两处红
绿灯，红绿灯相隔500米，再在
中间增设红绿灯会使信号灯
过于紧凑，容易造成道路拥挤。

现在已经安装了防护隔离栏
杆，设置限速等方式来促使通
行车量放慢速度。对于由此经
过的大货车车辆过多的问题，

交警二大队将实行早晚高峰
期禁止货车通行，以此来保证
道路顺畅和居民的安全。

幸福南路大货凶猛
交警早晚高峰期禁止货车通行南姓300余人最多 北姓一个没有

东西南北姓 烟台难“团圆”
本报记者 柳斌

本报近日分别报道了东姓

和西姓的起源及他们在烟台
的足迹，在东南西北四个姓中，

南姓人分部相对较广，东姓次

之，西姓罕见，而北姓人在烟台
常住人口中并没有发现，东西

南北四姓在烟台“难团圆”。

记者了解到，虽然南姓人

在烟台分部较广，但是数量也
仅有300余人。记者在锦绣花园

找到了南姓人南振荣。“我的老

家在胶南市理务关镇白马社

村，村里只有我们一户南姓人

家，我们对自己姓氏的了解不
是很多。”南振荣说。据南振荣

介绍，他的祖辈是从日照迁到

胶南市。

“在南姓由来中，东西南北

是一家的说法比较普遍，但是
具体源自哪个姓就有分歧了，

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张姓，另外

一种说法是来自于姬姓。”南振

荣说。

在开发区大季家镇树夼

夏家村有四五十户南姓人家，

也是南姓人在烟台最为聚集

的地方。记者电话联系了该村

村支部书记南洪渤，南洪渤说，

该村所有的南姓居民都是一
家人，祖辈是清朝末年从山西

逃难迁到此地。“当时这里还没

有村庄，只有几户夏姓人家，因
为附近树林茂密，夏姓人将此

村命名为树夼夏家村。”

南洪渤介绍，南姓人在村

此定居后，以种地为生，逐渐繁

衍壮大，现已延续了8代，成为

村里的大户人家。“现在村里共

有五六十户人家，其中90%的

村民姓南。”

南姓来源的主要依据是

唐朝诗人张九龄撰写的《姓源

韵谱》。盘庚妃姜氏夜里突然

梦见一条赤色的龙扑入怀里，

过了12个月后，盘庚喜得一
子，手心里印有一个“南”字。

因为母亲姜氏奇异的梦境和

这个“南”字，这个儿子号“南

赤龙”，长大后成为荆州的主

管。南赤龙的曾孙南仲是周代

著名卿士，为周文王得力爱

将，后世子孙遂以南为姓氏，

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