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货车搁浅“原地起飞”路
乘风破浪变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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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有市民向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反映，在成都天府新区南湖
东路附近路口，一辆平板运输车被卡在
坡道上。这段道路由于上下坡的坡度较
大，车辆经过时如果速度较快，会从地上
飞起来，甚至有失重的感觉，因此网友将
其称为“原地起飞”路。

据市民周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当
天下午，一辆加长的运输车被卡在路中
不能动弹，车上满载着轿车和货车，车
辆中间底盘直接卡在公路上。周先生
说，平时他开车经过这条路时，一般都
会减速，因为本身这条路有一段位置的
坡度很陡，前一段时间，有人还专门来

直播，说是驾车经过这里可以“原地起
飞”。

家住南湖公园附近某小区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这条“原地起飞”路实际上就
是一个坡度较陡的拱桥，拱桥上方修建
了道路后，下方供游船经过，上方为车辆
和行人通行，“很出名的，车子开过去甚
至都要弹起来。”

此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
在现场走访了解到，网友说的可以“起
飞”的路其实是连接两个湖区的一座桥，
大约30米长，虽然长度不长，但坡度比较
大，站在坡下是看不见前方道路的。记
者还注意到，在上坡前，路边有限速30公

里和驼峰桥两个交通标志，来提醒过往
车辆。

“每次经过这座桥都会按照路牌指
示减速通过。”一位司机说，如果加速通
过车子可能会“起飞”，前后轮都会悬空，
这样做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一方面上坡
时视线受阻看不见前方路况，容易发生
追尾；另一方面腾空落地后还可能损坏
底盘。“很多住在附近的乘客，驶过这个
路段都会嘱咐我慢点通过。”该司机同时
还建议，相关部门能在路口前设立更直
白的提示更好，毕竟不少司机并不会注
意和理解平常不多见的驼峰桥标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杨博

日前，一女子在网络发帖称，她在武
汉市江汉路步行街一家糕点店购买了5
块雪花酥，原以为只需要支付25元，结账
却花费了681元，找商家退款却被拒。一
时间，“雪花酥刺客”的话题冲上热搜。

此前，封面新闻曾报道，成都一景区
售卖雪花酥的店铺将价格标签摆放在不
明显位置，让不少游客购买后大呼遭遇

“天价雪花酥”。
4月11日，看到“雪花酥刺客”的话

题后，成都市民高女士告诉记者，她在都
江堰某点心店购买雪花酥退款的纠纷也
还没有解决。她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
可以让更多消费者以及相关部门注意到
雪花酥价格过高的问题，“钱我不指望能
退了，就是想给大家提个醒。”

以为25元实付681元
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调查

据极目新闻报道，4月7日，武汉市民
翟女士和亲戚逛当地江汉路步行街时，
看到一家名为“一封情酥”的糕点店，于
是准备买点雪花酥。

摆在店里的糕点每块约巴掌大小。
一位店员说：“一块5块钱。”翟女士他们
再次确认地问了一句：“那我们买5块就

是25块钱？”对方回答：“是的。”然而，待
他们挑选好5块糕点称重结账时，却被要
求支付681.4元。原本以为只需花费25
元，实际花费却高达681.4元，这让翟女
士一家无法接受，当场要求退款退货。
双方发生争执，并引来不少围观者。

最后，一名店员过来给翟女士办了
退款。“虽然最后还是退了款，但这一经
历让我的亲戚在武汉留下了很不好的印
象。”翟女士说。

翟女士还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搜
索发现，网上有很多关于这家店的“避坑
帖”，经历跟她的差不多。有网友分享
称，店里不明码标价，店员全程对价格的
说法含糊不清，顾客以为一块雪花酥是十
几元，扫码付款后才知道付了500多元。

据了解，目前武汉当地市场监管部
门已对“一封情酥”门店立案调查，涉事
门店已暂停营业并进行内部自查。

“刺客”反复出现
是明码标价还是消费欺诈？

无独有偶，成都市民高女士曾在都
江堰南桥某糕点铺购买了两块雪花酥，
一开始她问商家价格，对方告知她是
12.8元。她心想，12.8元一块的话其实比
较便宜，哪想到结账的时候，金额显示为
185元。

她以为这些雪花酥是12.8元一块或
者一斤，但商家却说是12.8元一两，她想
退款，却被告知在称重的时候已经切了，
不能退。

最后，高女士拨打12345市长热线投
诉，工作人员告诉她经调查，商家是有明
码标价的，让她下次购买的时候注意一
些。

高女士认为，商家在这个过程中玩
了“小心机”，因为游客如果在结账时觉
得贵想退款的话，雪花酥已经被切掉了，
商家会以不能复原为由拒绝退款。

记者注意到，在网络平台上，类似反
映“雪花酥刺客”的问题还有不少，有游
客称，雪花酥的价格到底贵不贵，不同地
方的情况还不一样，既然商家是明码标
价，消费者可以选择买或者不买，“要是
觉得贵可以不买，买了之后要退款，商家
也很难办。”也有网友表示，实际情况中，
如果消费者购买雪花酥后觉得贵，往往
会出于面子和不想与商家过多争执的心
理，选择“吃哑巴亏”。

高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通过类似
的投诉，可以给更多人提个醒，让他们在
购买雪花酥的时候“留个心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此药由多种高端的名贵药材制作
而成，可以有病治病，无病保平安……”
面对骗子的神吹，老人信以为真，拱手送
上4900元。近日，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
分局侦破了一起专门盯准老年人以“神
医卖神药”为幌子的诈骗案。

近日，市民王婆婆早上外出散步时，
突然遇到一个陌生男子询问附近哪里可
以买一种来自西藏的“神药”。正当王婆
婆让问路男子去旁边药店问问时，从旁边
又走过来另一位男子，该男子称知道旁边
小区里有一位“神医”看病不要钱，专开一

种“神药”，并表示可以顺路带他们过去。
闲来无事的王婆婆听到“神医看病不要
钱”，便与两名男子一同前往找“神医”。

在一小区的单元楼下，前来找“神
医”的三人正好碰到了准备外出的“神
医”，“神医”称自己的“神药”由多种高端
药材制作而成，可以有病治病，无病保平
安。但最近“神药”的制作原材料紧缺，
自己身上只有一小部分药，价值1万元。

“神医，我这次只带了5100元，还差
4900元，我马上回家取钱，你千万不要卖
给别人了。”问路买药的男子对“神医”再

三强调。
一旁的王婆婆听到“神药”如此神

奇、稀缺，立即表示自己家就在附近，剩
下4900元的“神药”自己买了，之后急忙
回家取出4900元，买回了所谓的“神药”。

手握“神药”的王婆婆回到家中，打开
包装盯着一颗颗黑色小药丸越看越不对
劲，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在家人的陪伴
下来到成华公安双水碾派出所报了警。

双水碾派出所民警接警后，立即对
该案进行了立案侦查，最终在一居民楼
内将3名诈骗嫌疑人全部抓获。通过审

讯，3人交代了他们一人扮演“买药人”，
一人扮演“带路人”，一人扮演“神医”，专
门盯准老年人实施诈骗的行为。所谓的

“神药”，不过是网购的仅价值20多元的
“六味地黄丸”。

警方提示，老年群体的安全防范意
识较为薄弱，对信息的分辨能力也不够，
相对来说更容易落入诈骗者的圈套。大
家要多与家中老人一起了解学习反诈知
识，提高警惕，加强老年人对诈骗伎俩的
识别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12.8元一两？“雪花酥”还在刺！
成都一消费者：以为25元结账变185元

老人花4900元买的“神药”竟是六味地黄丸
成都双水碾派出所侦破一起诈骗案，抓获3名诈骗嫌疑人

大货车底盘卡在公路坡道上，动弹不得。
图据网络

网友反映武汉“一封情酥”糕点店的雪花酥坑人。图据网络

游客吐槽成都黄龙溪某门店雪花
酥价格太贵。 图据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