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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辉 实习生 何
爽） 花 2 万元购买了 200 张酒店住房
券，还剩 84 张没用完时，被酒店告知

“使用期限已过”不能再用了。如果是
你，会接受吗？近日，市消费者协会受
理了这样一起预付式消费引发的纠纷。

这起纠纷的焦点在哪儿？双方协商
情况如何？

8月7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起因】
84张住房券不能用了

2014年 1月 13日，贾先生从市区长
江路凯悦酒店购买了一批住房券。

“一张住房券100元钱，凭这样一张
券在酒店能住一晚上的标间，看着这种
券怪便宜，就花 2万元买了 200张。”贾
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我市一家公司上
班，公司经常搞营销活动，要安排顾客
住宿，正好能用上这些住房券。

到了 2014年年底，这 200张住房券
没用完，贾先生和酒店方协商后，延期
一年继续使用。

到了 2015 年年底，住房券还没用
完，贾先生又和酒店方协商，被告知还
可以继续使用。

贾先生公司的人员说，这批券用到
2017年下半年时，还有84张没用。这时
候，酒店方告诉他们，住房券使用期限
已经过了，剩下的券不能再用了。

【焦点】
住房券的使用期限

8月7日，记者见到了贾先生手中剩
余的住房券。“持本卡可享用酒店标准
间一间/夜”“请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使用”“其它使用政策由酒店负责解
释”……在住房券的背面，写着这样的
话。在住房券的一角，还写着“有效期
至2015年12月31日”。

对于此事，记者咨询了市消费者协
会负责人。

该负责人说，住房券作为正常购买
的预支付凭证，严格意义来说，也是一
种预付办卡的消费方式。早在 2011年，
国家七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商

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其中有这样一
条规定：“为防止发卡人无偿占有卡内
残值，方便持卡人使用，记名商业预付
卡不设有效期，不记名商业预付卡有效
期不得少于 3年。对于超过有效期尚有
资金余额的，发卡人应提供激活、换卡
等配套服务。”由于贾先生是实名购买
这些券，那就是记名的商业预付卡，按
照这条规定，不应该设有效期。

另外，该负责人还指出，在住房券
的背面，“其它使用政策由酒店负责解
释”这句话，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条的规定，也是不妥的。

【进展】
双方仍在协商之中

市消费者协会受理这起投诉后，对
此事进行了调解。

酒店方表示，可以把剩余的84张券
收回，给贾先生价值 5000元的 32张新
的住房券。

对于住房券缩水到32张，贾先生表
示不同意，双方未达成一致。

酒店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说，酒店管理人员进行了更换，当时给
贾先生办理住房券的人员还未联系上，
有关情况需要向该人员进行核实。核实
后，再和贾先生做进一步的协商。

对于此事，市消费者协会负责人
说，这些年，在群众日常生活中，预付
办卡消费引起的纠纷一直居高不下，发
生的领域涉及酒店、餐饮、娱乐、美容
美发、健身、洗车等。大部分消费者，
被商家的优惠政策所打动，充值办了预
付卡、优惠券。然而，使用过程中一旦
发生纠纷，处理起来比较麻烦。他们提
醒广大消费者，一定要理性消费，别吃
哑巴亏。

2万元买200张住房券，没用完被告知“使用期限已过”

84张住房券 还能再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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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 红 见习记者
党梦琦） 8月6日晚，一名6岁小男孩
在 107国道沙河桥东侧南岸河堤和家
人走散，吓得大哭起来。正在河堤散
步的市民张明敏，了解情况后联系了
小男孩的爸爸，使其重回家人身边。

8月7日上午，小男孩的爸爸田先
生告诉记者，他们家住在 107国道西
侧一小区。8月6日晚上8点多，他们
一家人到河堤游玩。晚上 8点 40分左
右，一个不注意，6岁的儿子就不知
道跑哪儿去了。

“当时，我和孩子的妈妈、孩子的
姐姐连忙分头去找。找儿子的时候，
我还打了 110 报警。报完警没几分
钟，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儿子在东边
河堤，我和家人就赶紧过去了。”田先
生说，原来儿子和家人走散后，想凭
着记忆自己走回家，但是，走着走着
吓得大哭起来。

幸运的是，在河堤散步的市民张

明敏，听到哭声后上前安慰，并从田
先生儿子口中得知了田先生的电话。

“幸亏遇上了好心人，要不然孩子
不定会出什么事。”田先生说。

8月 7日上午，张明敏告诉记者，
当天晚上 8点 50分左右，她在河堤散
步时遇到了哇哇大哭的田先生的儿
子。安慰孩子、了解情况后，她立即
联系了田先生。

“其实这不算啥，孩子回到家人身
边就好。”张明敏说，夏天河堤上游玩
的人多，带孩子游玩的市民，千万不
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本报讯 （记者 潘丽亚） 舞蹈培
训、诗歌朗诵、手工折纸、画画……
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让郾城区新店
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度过一个难
忘的暑假。8月7日上午，当苔米支教
团成员、来自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
学院的大学生们完成支教任务离开
时，孩子们拉着他们的手依依不舍。

据了解，苔米支教团是由新店镇
春庄村的大学生春旗创办的支教队
伍。从2016年暑假开始，他们已经连
续三年到新店镇第二中心小学义务支
教，累计帮助孩子 837人次。支教团
成员，均来自长春理工大学、吉林大
学、长春师范大学等高校。他们经过
笔试、面试、试讲等层层选拔，备课
三个月之后才入驻位于春庄村的新店
镇第二中心小学。支教大学生进入春
庄村后，白天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一
起做游戏，晚上就在教室里打地铺，
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服。

由于教学效果显著、学生反响很
好，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来，请
支教团辅导学习、教才艺。大学生们
还被村民热情地请到家里吃饭。还有
村民给大学生们送来自家种的瓜果蔬
菜，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春庄村主任春得松说，起初，村
民们都怀疑这半个月的支教能帮孩子
们提高多少成绩。结果，半个月后，
当看到孩子们载歌载舞地表演、有模
有样地演小品时，看到孩子们在台上
从容地朗诵、大胆地演唱时，他和家
长们一样充满了惊喜。原来，支教团
除了教一些新学期的课本知识、为孩
子们辅导暑假作业，还教了孩子们舞
蹈、手工制作、绘画、演唱、朗诵
等，深受孩子们喜欢。

支教团队员黄忠权说，绘画、朗
诵虽然与课本无关，却能让孩子们知
道世界是丰富多彩的。

春庄村 60多岁的刘阿姨说：“这
群大学生免费给孩子们辅导作业，还
教舞蹈、唱歌，真心感谢他们。”

遇见走失男孩 帮其找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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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农村娃一个精彩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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