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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疝气影响睾丸正常发育，埋下不育的
祸根。老年疝气易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增多、
男性功能下降等。如久拖不治极易发生颤顿，
引起剧烈疼痛，严重时还伴有恶心、呕吐和发
烧症装，时间一长还会造成疝内肠段缺血性坏
死，甚至肠梗阻、肠穿孔而危及生命。

在陕西终南山有个偏方效果惊人，多年的
疝气无需手术吃药，只需3袋药，小儿疝气康复
率可达95%以上、老年疝气需巩固1袋药，效果
尤其突出。此方：将人参30克、紫苏叶28克、
川楝子15克、桔梗35克、黄苓12克、枳壳50
克、麦冬20克、五味子10克、乌梅12克、升麻
25克、乌药10克、桑白皮20克、大腹皮35克、
荔枝核10克、木香15克等15味中药材用米醋
浸泡7天，灸干。再泡再灸，如此反复7次，研
末调匀缝于香囊之中。治疗时将香囊缚于疝

囊上方，一般当天很快止痛回复，几天活动自
如，一个周期不再脱出。

该方与传统疗法相比，它不仅能把疝囊
里的内容物贴回去，还能促进腹壁肌、结蒂组
织的愈合，有效增强疝门周围组织微循环、增
强腹壁肌弹性和韧性，以提高肌肉纤维的抗
暴、抗拉能力，防止小肠再次脱出，实现真正
治疗的目的。

偏方所有者耿家世代行医，在八百里秦
川广有名气。后经耿家第16代传人耿星灿教
授改良患者有望告别“忍三年、扛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的历史。适用于腹股沟疝、斜
疝、直疝、脐疝、白线疝、嵌顿疝、绞窄疝、切口
疝、狐疝等的治疗。据悉该产品已被国家批
准为准字号产品，现已在安徽上市，详情拨
打：0551-5191331

巧治疝气，只需三袋药

合肥首次明确电梯安全“责任人”
物业服务企业、电梯日常维保单位负“第一责任”

如果有人被困电梯，救援人员应在多长

时间内赶到？一些交付使用时间长，电梯已

出现老化情况的住宅小区，怎么不让其安全

“掉链子”？昨日，合肥市房产局正式向县、

区房产局、住建局和各物业服务企业下发了

一份通知，“白纸黑字”首次明确了住宅小区

电梯安全使用的“第一责任人”。

安全维护：物业须筹钱维修

物业服务企业和受托负责日常维护

保养电梯的维保单位，都是电梯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

今后，各物业服务企业都要有取得电

梯主管部门颁发岗位证书的专职管理人

员，每年要按规定向特种设施设备检验机

构申请检验，取得并张贴《安全检验合格》

标志。各物业服务企业，要通过发放书面

资料，张贴宣传画，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

宣传电梯安全使用知识；在电梯轿厢内或

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张贴安全注意事项、

警示标志，倡导安全文明乘梯。

对一些交付使用时间长，电梯已出现

老化情况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要会

同电梯维保单位加大日常巡查。对发现电

梯出现重大安全隐患，可能危及业主人身

安全的，应立即向特种设备管理部门、物业

主管部门和当地办事处、居委会报告，并制

订维修计划，筹集费用进行及时维修。

电梯困人：30分钟内救援

各物业服务企业，要与专业的电梯维

保单位签订维保合同，并严格按照规定和

合同约定督促电梯维保单位及时、认真地

做好电梯维护保养，及时消除电梯安全事

故隐患。电梯维保单位必须至少每15日

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和检查，设立24

小时维保值班电话并保持畅通，按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赶到现场实施救援，建立企业

内部监督检查制度。

维保单位应设置24小时维保值班电

话，当接到电梯发生困人等故障的报告

后，维保人员应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实施

救助。电梯困人2小时以上即构成特种设

备事故，使用单位应及时向当地质量技术

监督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星报讯（陈韵文 本报记者） 近日，不

少市民向本报反映，在省城街头有一帮中

年妇女，到处摆地摊，以卖干果为由来实

施欺诈，影响恶劣。近日，记者走上街头

进行深入暗访，揭露了这一欺诈行为。

一个摊位三个托，小心上当！

11月 13日早晨，记者根据市民提供

的线索，在站塘路菜场找到了一个干果

摊。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站在路边，

面前放了两只纸箱，其中一只箱子装满了

红色的干果。摊前还围着三个中年妇女，

每人手里拿着一只方便袋，一边尝干果一

边和摊主交谈。

记者观察发现，一有人过来问价，那

三个妇女就开始假装顾客，很“爽快”地让

摊主称二斤，然后迅速离开。等要买干果

的人走了，她们便又提着干果围了上来，

然后把刚“买”过的干果倒进箱子里，再接

着作戏。很明显，她们是为摊主制造人气

的“托”。不明就里的顾客，很容易上当。

五块钱一斤？骗你没商量！

在绩溪路上的安医附院南门，记者同

样看到一名妇女在医院围墙旁摆干果

摊。一位提包女子路过时，问了一下价

格，附近有两名妇女便迅速围了上来，各

自称了一些干果离开。 随后，提包女子也

买了一些，可就在付钱时，记者却看到她

和摊主争吵起来。随后提包女子把干果

往箱子里一扔，气冲冲地走了。

记者上前喊住了该女子，询问事情经

过。“我尝了一个味道还成，看到有人买，

我也就买了两斤，付给她十块钱，摊主和

后来凑上来那女的，却说价格是五块钱一

两。我不想买了她们就闹，说尝了一个得

付钱。最后我那十块钱也没要回来。”

“什么卖干果的，压根就是一群骗子，

经常在这儿摆摊，干果一旦称过了，你不

要都不行，否则就骂骂咧咧的。”附近一摆

摊的大妈告诉记者，这边外地来看病的比

较多，不少人上当后都不敢吱声。

城管：此类执法有一定难度

在安医附院附近巡逻的城管队员告

诉记者，已经有多位市民向他们举报这个

干果摊，但执法有一定难度。“因为没有具

体证据，我们只能以不许占道经营为由，

用批评劝导的方式让她们不要在这里摆

摊。但她们每次看见我们离开了就会回

来。”城管部门希望借星报提醒市民，尽量

不要在流动摊点购物。

流动摊点骗术又出“新招”
一个摊位三个托，卖干果是假骗人才是真

记者 任金如

近年来，合肥园林部门把隐居在山区的“秋姑娘”搬进城里，市民不再需要钻到山区去

看红叶，只要走出家门，在城区的街头就能看到赏心悦目的秋景。 记者 倪路/图

昨日，省城某家用电器商场员工向本报

投诉称，“该商场私自撬开员工的柜子搜

查，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侵犯了他们的隐

私权。”

员工：商场私自撬开员工柜子

11月16日，省城张女士向本报新闻热线

反映，某家用电器商场私自撬开员工的柜子

搜查。

“今天早上一到店里，看见柜子都被撬

开，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还以为有小

偷。”张女士说，在这家家用电器商场的厂家

都购置了带锁的柜子。“柜子是给我们这些

厂家营销人员用的。最初我们厂买的是别的

柜子，商场说不合规矩，于是我们重新买了

他们指定的柜子，要七八百元呢。说到底，

买柜子就是为了重要文件单据的安全。但现

在变成这样。”

虽然东西凌乱，但并没有物品丢失。

一问之下张女士才知道，柜子竟然是商场

派人撬开的。“他们怕我们不通过卖场直接

从厂家给公司拿货，减少他们的收入，所以

翻我们的柜子找证据。”说到这里的张小姐

很愤怒，“柜子是花钱买的，商场怎么能随

便搜查！如果我们有私人用品在里面呢？

搜之前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侵犯我们的

隐私权！现在柜子变成这样，必须花一笔

钱修理。可是商场连道歉的意思都没有，

更别说出钱修理了！”

除了张小姐，商场其他员工也遭遇了相

同情况。据了解，目前为抗议此事，已有数

十名员工因此事停工。

商场：属于例行检查

记者采访了这家家用电器商场。客服工

作人员承认确有此事，说这是商场内部的例

行检查。“我们偶尔会检查一下，防止有易燃

易爆物品，或者别的危险品。”对于未通知便

撬开柜子是否侵犯隐私权的问题，客服回

答：“这是我们店里的柜子，我们有权检查。”

记者问及柜子的修理费用谁来承担，客服称

相关领导不在，她不清楚。

律师：这种行为涉嫌违法

12348法律热线专业律师表示，商场的

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即使是公安部门搜查，

也需要有相关证明，商场没有搜查员工柜子

的权力。律师建议商场员工报警，交由警方

处理，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柜子被撬开，物品被翻乱……

员工投诉商场“侵犯隐私”
陈韵文 本报记者

星报讯（丁云 记者 李皖婷） 小周前

两天在合瓦路某超市购买了两盒五粮液

黄金酒作为礼品送给长辈，第二天对方告

诉他送的酒已经过期。“酒越陈越香，怎么

会有保质期？”超市负责人说。

经合肥市消协调查，该酒保质期为两

年，小周购买时已过期两天。对此超市辨

称，由于工作人员对保健酒的性质不了

解，误认为保健酒与普通白酒一样是越陈

越香，忽视了对该酒保质期的检查，系工

作中失误导致。“保健酒是保健食品的一

种，虽然该酒未对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

但消费者可以参照《食品安全法》要求商

家支付一定的赔偿金。”通过消协调解，超

市为小周退货并赔偿2300元。

合肥市消协提醒消费者，虽然保健酒

是以白酒为基酒，但为了具备保健功效而

加入了一些药食两用的中药成分，随着时

间不断变长，过了保质期后这些中药成分

会出现变化而导致保健酒减少或失去保健

功效，所以消费者在选购保健酒时一定要

查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同样也不要以保

存白酒的习惯而长时间存放保健酒。选择

保健酒时要注意包装上注明的不适宜饮用

人群的范围，保健酒虽然对身体好，但是并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保健酒养生。

保健酒也是“越陈越香”？
合肥市消协：过了保质期，保健酒可就不“保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