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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旧号码莫名其妙被“低消”近一
年，新号码尚未使用就被迫数次交
费。历时一个月，沟通十余次，不但
投 诉 无 果 ， 交 费 记 录 离 奇 “ 失
踪”……若非记者亲身经历，很难想
象在呼和浩特地区，中国联通合作营
业厅的手机扣费乱象如此惊人。记者
调查发现，合作营业厅“低消”等猫
腻行为绝非个案，消费者在维权过程
中极易接连掉“坑”。

被“低消”吞费没商量

由于工作需要，记者在三大电信
运营商处均办理了手机号，但并不常
用的联通卡却耗费最多，平均每月产
生 200 多元话费。10 月 26 日，记者
来到中国联通呼和浩特中山东路营业
厅，准备换个套餐，降低话费花销，
结果一下查出个“秘密”。

记者查询发现，原本每月固定套
餐为166元的联通手机号码，除了记
者同意办理的联通小秘书和酷狗音乐
包合计12元之外，从今年1月起，被
人在后台将最低消费额调整至每月
215元。这就意味着，即使此号码一
直不用，每月也必须扣掉215元钱的
话费。

“这种‘低消’确实太坑人了。”
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私下说，该“低
消”极有可能为合作营业厅私自办
理，且他们已经遇到不少出现类似情
况的消费者。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
记者拨打客服电话进行投诉。

11 月 24 日，一位刘姓工作人员
给记者回了电话。她表示，据计算，
今年前 10 月，记者因“低消”共被
多扣了 37 元话费。对于这样的说
法，记者立即进行了质疑。随后，她
马上改口称：“先前解释错了，是一
个月37元，总数为370元钱。”

“我们接到这方面的投诉确实挺
多。”也有回访客服向记者坦言，他
们认为始作俑者多为合作营业厅。

为何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会出现被上调话费套餐最低消费档次
的情况？合作营业厅这样做的原因为
何？面对这些记者关心的问题，联通
回访人员却并未作答。

办个新卡又被“坑”

上述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即
便取消了“低消”业务，目前记者的

手机卡也无法立即变更为较为划算的
几个新套餐，“只有办个新号才能解
决这个问题。”

考虑到之前客服人员承诺退还的
“370 元多扣费用”不知何时能够到
账，为了尽快使用联通号码，记者决
定先办张新卡“重新开始”，再慢慢
解决先前号码存在的问题。

在工作人员推荐下，记者交了
100元话费，办了一张据说可以使用

“无限流量”的新卡。“这张卡下月起
就能使用了。”这位工作人员说。

为了与旧卡做个“了断”，结清
欠费，10月27日记者根据欠费提示
短信，通过3家网店向旧卡存入230
元话费。然后以喜悦的心情等待“无
限流量”时代的到来。然而直至 11
月3日，新卡也未能开通。

几经周折，记者通过客服找到了
当初办卡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
称：“新卡不能开通可能与旧卡依旧
欠费有关。”但令人费解的是，此时
记者手中那张被“低消”疑团缠身的
旧卡能够正常使用，且未收到任何欠
费通知。

“旧卡刚刚交了 230 元话费，怎
么又欠费了？”对于记者的疑惑，多
名客服人员表示，系统中并未查到记
者 10 月 27 日的交费记录。但 3 家充
值网店的客服，却均给记者截图证实
话费已充入账户。对此，有联通工作
人员认为“可能是系统原因造成的。”

几经交涉，给记者办新卡的工作
人员开始变得不耐烦。她表示，记者
若对新卡不满意的话，可以马上退
掉。但新卡已经生效，之前为购买新
卡支付的100元话费无法退还。

由于不忍让100元钱开通的新卡

“打水漂”，无奈之下，记者于11月4
日开始向新卡充值。直至充入250元
话费后，新卡才终于有了动静。

从发现被“低消”疑团开始，一
周左右的时间，记者已充入580元话
费，而 10 个月来因被“低消”导致
的多扣费却分文未退。11月5日，记
者尚无暇使用的“无限流量”新卡再
次收到“温馨提示”：“您的可用额度
已不足50元，请尽快续费。”

维权之路坎坷多

从发现被“低消”起，记者就踏
上了维权的漫漫征程。10 月 27 日，
一名自称为“联通工作人员”的女性
打来电话，她承诺将尽快退回因“低
消”产生的额外费用，却一直没有兑
现。

近一个月来，记者与联通公司工
作人员沟通了十余次，问题也未能得
到解决。联通客服的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反映的问题，无法通过同一部门
解决，建议记者分开去找。

记者表示，前期一直被当成“皮
球”踢来踢去，没有精力再耗下去，
能否帮忙反映情况，一次性处理，但
却总是得到否定的回答。

“实在不给解决，可以投诉到中
国联通总部。”在一位联通工作人员
的“指点”下，11月24日，记者拨
通了中国联通总部的投诉电话，总部
客服人员当场将电话转至联通内蒙古
分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最终又将投诉
转回呼和浩特分公司。

“您的诉求是什么？”电话那头，客
服人员甜美的声音再次响起。绕了一
圈，事情似乎回到了原点。 据新华社

记者亲历联通手机扣费乱象 连续掉“坑”无法设防

被“低消”吞话费没商量
当过销售员、做过木匠、砌过猪圈……

2012 年，她种地、养鸡，过起普通农民的生
活。如今，52岁的河北邢台市养鸡大姐三进
考场，做到了之前不敢想的事情，以超分数线
37分的成绩通过司法考试。

11 月 21 日 8 点，老伴儿帮她查完分后，
将成绩一一告诉了她：“试卷一 106，试卷二
102，试卷三 95，试卷四 94，总分 397。整整
超出分数线37分！”张瑞华的态度由开始的不
相信到后来的喜极而泣。

年过半百，怎么萌发参加司法考试的想
法？张瑞华告诉记者，之前，因为土地流转，
自己卷进了一场官司。因为不懂法，她便产生
了学法律的想法。2015 年，张瑞华在办理退
休手续时，顺便咨询了司法考试事宜。“当得
知我有报名资格时，当即决定要学。”张瑞华
说。 据《北京晚报》

年过半百迎来人生逆袭
养鸡大姐通过司法考试

两平方米左右的摊位上，整齐地摆放着几
十本儿童读物，没有摊主也没有人看守，一个
红色罐子当钱箱，还附上了一张印有二维码的
A4纸——“功课繁忙，请自主购买。”

11月25日下午，在成都粼江峰阁小区的
跳蚤市场上，13 岁的王徐宸摆了一个书摊，
但因功课繁忙赶不及守在摊位旁售卖，便想出
了自助售卖的方法。下午5点10分，当他下课
回来收摊时，惊讶地发现，51本图书全部卖
光了，应收的 400 元书款也一分不少地收到
了。“邻居们小小的举动，让我感受到了诚信
的可贵。”王徐宸说。 据《成都商报》

少年摆无人售卖书摊
图书卖光书款分文不少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开通，出行是方便
了不少，许多市民也很关注交通发展。不过在
重庆市南川区，这3位老人关注高速路的方式
就有点危险了。近日，重庆高速执法三支队一
大队的执法队员在巡逻过程中，接到南道高速
公路监控报警，在大铺子立交往三泉方向，有
3名老人正在高速路上行走。接报后，执法队
员立即赶往现场，将老人带下了高速。

经过询问，3名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9
岁，最小的也有84岁，他们称之所以上高速，
是想去看看服务区。经过执法队员的耐心讲
解，3名老人意识到了步行上高速的危险性，
在留下联系方式后，3名老人回了家。 晚综

三名老人结伴高速遛弯
只为看看新建的服务区

在四川大学环保志愿者协会（以
下简称“环协”），每个人都要取一
个自然名，这是入会的第一件事。

“章鱼”“决明”是四川大学 2016 级
本科生石武和方炜碧的“自然名”，
他们是环协“嗨森”手作室的现任负
责人。

2015 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建筑
与环境学院教师颜烔、卢红雁的带领
下，“Hand- some 嗨森”手作室成
立。章鱼介绍，“Handsome”除了有
帅气美观的意思，拆分开来还是

“手”和“一些”，代表手工创作和灵

感，音译过来又为“嗨森”，是开心
的调皮说法，也可以理解成“Hi，
森林”，与森林做朋友。

工作室成立的两年里，他们通过
举办比赛、沙龙，已经帮助至少100
位有想法的同学完成自己的第一个手
工环保作品。他们的目标是做到将手
工与环保相结合，让无用变有用，让
废物独具价值。

“用麻绳和坏凳子脚的木头做了
一个灯，本来只是想尝试做出模型，
但后来通上电，没想到灯一下子就亮
了。”这个独特的“落地灯”是铃

兰、靖瑜和猴子在上期“无用变有
用”主题沙龙上的作品，当它发光的
那一刻，大家都惊喜地笑了。

“无用变有用”是“嗨森”工作
室的品牌活动，每学期末都会开展一
次，至今已举办4 期。临近学期末，
工作室的成员都正在积极筹备这次沙
龙上的作品。

目前，“嗨森”正与一些社会环
保组织商讨合作，共同启动“绿芽计
划”，开展社区定格动画教学与制作
活动，让环保公益的理念走进成都的
每家每户。 据《中国青年报》

四川大学一工作室变废为宝

带着环保公益梦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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