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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信阳·民生

衣服干洗被磨损

工商调解获赔偿

信阳消息（首席记者
韩蕾）“没想到这么快就
解决了， 感谢工商部门的
积极协调。 ”昨日，在我市
中心城区解放路的一家干
洗店内， 拿着退回的干洗
费和赔偿款的严先生高兴
地说道。

4

月底，市民严先生把
一件羽绒服拿到解放路的
一家干洗店进行干洗，

3

天
后，拿到衣服时，严先生却
发现衣服的下摆处出现了
两个针孔般大小的小洞，

于是严先生就把事情反映
到了

12315

投诉平台上。

接到投诉后， 河工

商分局民权工商所的工作
人员立即找到了严先生了
解情况， 得知事情的原委
后， 来到了李女士位于解
放路的干洗店内。 当李女
士知道有客人的衣服经过
干洗之后，出现了损坏，当
即表示，愿意赔偿，并退回
干洗费。

“一大早就接到工商
所的电话，说店家很配合，

同意协调，还让我去拿钱，

我真是没想到， 解决速度
这么快！ ”严先生说，店家
不仅退回了干洗费， 而且
还给了

50

元的赔偿。

对此， 工商部门提醒

广大市民和干洗店主，高
档衣服送去干洗时， 首先
要选择正规、 有信誉的洗
衣店；其次，消费者要与经
营者协商做出书面清洗约
定，如遇缩水、变形等情况
怎么处理； 干洗店在干洗
衣物前， 最好检查清楚送
洗的衣物是否有破损、色
差等，并书面标记清楚，以
免日后发生纠纷

,

必要时可
以进行保值清洗。 最后，消
费者要注意收存好相关证
据， 一旦因清洗保养不当
出现质量问题， 要及时到
消协投诉， 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指尖下单蔬菜上门

霍建的蔬菜电商梦

网络下单买菜，

1

小时坐等新鲜蔬菜
送货上门。 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很新鲜？

其实它就发生在咱身边。 昨日，记者来到
我市首家蔬菜电商平台，近距离了解网络
购菜的方便快捷。

订单配送，新鲜优质快捷

“去年
10

月
23

日，我从成都
回信阳， 看到我家所在的小区有
家蔬菜便民超市， 好几种蔬菜比
市场上还便宜。 与老板聊天中了
解到，市政府大力扶持“菜篮子工
程”，市区还有近

100

家蔬菜便民
超市。 ”此前，霍建在成都一家公
司做高管。 一次普通的买菜经历
让他萌生了回家乡打造一个蔬菜
电商平台的想法。

随后， 霍建用了
3

天时间跑
了市区

40

多个蔬菜便民超市。他
发现， 一些相对偏远的便民超市
蔬菜种类太少， 有些时候满足不
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还有一些便
民超市蔬菜品种丰富、量足，但会

出现一些蔬菜积压烂掉的现象。

经过一番考察，霍建邀请蔬菜
便民超市免费进入平台，通过后台
操作指令，选取新鲜优质的蔬菜就
近调配，优化蔬菜资源配置，最大
程度平衡蔬菜买和卖的问题。

“生鲜果购”蔬菜运营平台的
上线对我市“菜篮子工程”建设有
何意义？对此，市商务局市场运行
调节科科长兰勇告诉记者：“这种
营销方式对便民蔬菜超市实体店
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这种下
单送菜的订单式消费一方面解决
了蔬菜库存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
市民呈现出一种更为方便快捷的
买菜方式。 ”

“指尖”买菜，专人送菜上门

昨日中午， 家住天润广场附
近的市民陈蓉手机登陆“生鲜果
购”。通过指尖操作，不一会儿，她
就为自己配齐了排骨、香葱、黄瓜
等

5

种生鲜食材，总价
41

元。 随
后，陈蓉下班回家。

20

分钟后，有
人敲门， 她网购的蔬菜送上门
了。

“早上买菜来不及
,

下班后时
间比较紧张

,

而且菜市场卖的菜
也不新鲜了

,

我觉得网上买菜非
常便利。 ”陈蓉告诉记者。

“生鲜果购”是信阳青年霍建
创办的蔬菜电商平台， 运行机制

类似于京东、亚马逊等电商，但提
供更“新鲜”的商品，那就是蔬菜、

水果、肉类。

从产生想法到平台上线试运
营，霍建用了不到

5

个月的时间。

2

月
13

日注册域名，

3

月
16

日平台
试运营，目前，霍建的蔬菜电商平
台已经成交了近

300

单买卖。

期间， 霍建一直不断完善、调
整各项服务细节，包括与蔬菜便民
超市对接、建立自己的信阳生鲜果
购网体验店。 “不管怎样调适，‘你
买菜，我送菜’始终是我们的服务
宗旨。 ”采访中，他告诉记者。

物美价廉，优先培育市场

从成都的企业高管转行，成
为老家信阳一个“卖菜的”，霍建
乐此不疲，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霍建告诉记者，他的菜目前
基本都是亏本卖的。 网站上的蔬
菜基本跟市场上的价格一致，而
且还必须把这些新鲜优质的蔬
菜以最快的速度送货上门，只收
取菜钱，不收取邮费。 除了蔬菜
成本，人力成本也摆在那里。 现
在，霍建的公司员工队伍已成规
模，包括分拣、配送的人员在内，

还有后台专门的技术人员。 这么
做能赚钱吗？ 显然，这是在培育
市场。

“已经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和
一家汽车

4S

店来谈合作事宜
了。”霍建告诉记者，下一步，他将
跟几家房地产公司合作， 打造小
区智能生鲜配送点。 通过显示屏
操作，选菜下单。配送员将蔬菜放
到配送点的密码柜里， 顾客凭密
码打开柜子，提走自己的菜品，最
大程度地为市民的厨房和餐桌提
供便利。

采访结束时，霍建告诉记者：

“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平台进入
盈利模式之前需要一段时间，但
是， 网购蔬菜这件事一旦坚持下
去，就会有广阔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