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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正值放学时间，市区两名学生拉着书包准备
回家。据了解，许多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书包里的课本、辅导
书、练习册也越来越多，由于背着普通书包太沉，为了节省体
力，不少家长为孩子购买了拉杆书包。 见习记者周亚涛摄

“纠缠服务”令人烦

消费者应学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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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张诗绮）“先生，请问您
有没有在本店办理会员卡？”“请问您是否需
要再往卡里充点钱呢？ ”“今天我们做活动，

有优惠，要不您再充点？ ”……近日，市民张
先生到我市申城大道上一家美发中心洗头
发，碰上了发型师的“纠缠服务”，想着法子
让他往会员卡里充钱，这着实让张先生烦恼
不已。

原来，当日晚上
6

时许，张先生走进了
该家美发中心，一进门，店员热情的接待让
他感觉十分温暖，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
皱起了眉头。 洗完头发后，服务员将张先生
领到一个座位上，请来一位发型师为他吹头
发做造型。 然而头发快吹完时，该发型师就
一直不停地游说他往会员卡里充钱，张先生
多次表示“卡里有钱，用完了再充”，发型师
则以请他帮忙完成当日的充值任务为由，再
三劝说他充值

100

元钱。最后，无奈之下，张
先生到柜台充值了

100

元的洗头卡。但柜台
服务员告诉他， 充值

300

元以上才能多送
钱。 “老板，要不您多充

200

元？能够多送点
儿钱。”张先生回头一看，那位发型师早已在

身后等待。此时，张先生十分懊恼，丢下
100

元现金就离开了。

其实，与张先生有类似遭遇的市民不在
少数。市民罗女士告诉记者：“服装专柜的服
务员、日化用品的售货员、金银首饰店的店
员等，都对我有过‘纠缠服务’。其实，任何一
个消费者都明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理
睬他们或者转身就走都没问题，但是有很多
人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礼貌，却又不想
让他们面子上太难堪。可往往很多服务行业
人员就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一心理，连哄带
骗装可怜地向顾客推销，很多顾客在‘磨不
开面子’的情况下，拿出了自己的钱包。 ”

针对以上情况，记者采访了市消协的龚
先生。 他说：“买卖是自由的，消费者有自主
选择买或不买的权利。各服务行业的管理人
员应该制止‘纠缠服务’的出现，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而作为一名消费者，如遇到这
种情况，应该坚定自己的原则和意愿，不能
让卖方左右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当遇到强买
强卖的情况时，应立即拨打消费者热线进行
投诉，学会保护自己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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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郑烨）腊味一直是市
民冬季青睐的食品， 不少家庭都有腌制腊
味及灌制香肠的习惯， 而如今腊味品种也
是丰富多样，如腊肉、腊鸡、腊兔等。 一些饭
店和市民已经开始着手腌制腊味、 灌制香
肠，穿梭于街头巷尾，不经意间一抬头，就
能看到很多人家阳台上晾晒的腊肉、香肠。

昨日，记者走访了我市几家超市发现，

不少超市都布置了“腊味”专区，既有散装
售卖的腊味，也有真空包装的腊味，其种类
也是多种多样，有腊鸡、腊鸭、腊肠、腊猪排
等。 一家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近日气
温下降， 来买腊味的市民也逐渐增多。 不
过，相对于市场里销售的现成腊味，一些市
民更愿意自己动手腌制。 “腌制好的腊味跟
鲜肉在主要营养成分上差别不大， 而在冬
天，适宜吃一些暖胃的东西，在菜或饭中加
点腊味，弥漫的香味让人回味无穷。 ”市民

于小姐正在购买新鲜的五花肉， 准备回家
动手腌制腊肉。 她告诉记者，每年到了这个
时候家里都会做一些腊味吃， 虽然市场里
都有现成的腊味卖，品种、口味也不少，但
她还是习惯自己动手腌制，尽管有点麻烦，

但这样做出来的腊味更符合自己的口味。

而对于如何吃腊味， 于小姐还特意给记者
介绍了几种吃法，可以将腊肉与芹菜、笋片
搭配炒， 还可以将腊排与藕一起煲汤并放
入味精、胡椒和盐，味道也十分鲜美。

腊味虽然好吃但不可多吃。 由于腊味
是经过腌制的肉类，含有大量的盐，这些盐
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过多食用则危害健康，

因此腌制的腊味最好放置两周以上再食
用。 腊味中还含有较多的脂肪酸和胆固醇，

短时间内不宜接连食用， 一个星期吃
1～2

次足够。 腊味食用时不宜高温油炸，并且高
血压和肾病患者应少吃腊味。

“中药零食”走俏

食用应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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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郑烨）俗话说：“药补
不如食补。”如今，阿胶蜜枣、龟苓膏、茯苓饼
等“中药零食”随处可见，而眼下又是进补的
好时节， 不少希望通过食补来调理身体、预
防疾病的市民，对其青睐有加。但专家提醒，

含有中药的食品不能像普通零食那样吃，否
则贪嘴会让身体吃不消。

昨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我市很多超
市、药店中，都有这种“中药零食”在销售，并
且很受市民欢迎，尤其受到女性消费者的青
睐。商家们也在大力宣传各种中药食品的养
生保健作用，一些超市、药店把“中药零食”

摆放在显眼位置。 在步行街一家大型超市
里，红枣、蜜枣正在做促销活动，有不少市民
挑选购买。正在购买阿胶枣的王小姐说：“红
枣对女性来说是很好的补品，尤其适合现在
这个季节，补气补血，效果特别好。 常言道，

一天三颗枣，青春永不老。所以，我经常会买
些来吃，闲来无事就吃几颗，既滋补身体，又
可以当零食，一举两得。 ”在一个货架上，记
者看到摆放着各种品牌、 口味的龟苓膏，而

其中一款龟苓膏销售极好， 货架上仅剩两
盒。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龟苓膏每天销量都
很不错，一般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买来当零食
吃，有的一买就是好几盒。 记者注意到这些
“中药零食” 的包装上并未标明适合适用人
群，有的还标有“老少皆宜”的字样。 在采访
中，很多市民都知道阿胶枣、龟苓膏等都是不
错的营养补品， 但对于这些中药食品适合食用
的人群却是一知半解，购买也是“随大溜”，听别
人说不错，自己也买来一堆赶紧“补”，并未考
虑到这些“中药零食”是否符合自己的体质。

对此， 中心医院中医科的王医生表示，

中医用药讲究辨证、因人而异，因此“中药零
食”并非人人皆宜。 无论“中药零食”多么美
味，首先是“药”，然后才是“零食”，既然是
药，如果没有对应症状的人吃多了反而会影
响健康。如蜜枣不好消化，多吃容易上火，所
以胃热及消化不良者少食，并且每天不要多
于

10

颗。他提醒市民，最好在食用前咨询医
生或营养师，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选用相
应的中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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