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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刚

本报讯 近日，老家在叶县的
王真真女士向晚报反映，她一年
半前在平顶山一家4S店买的宝
马车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两个轮胎
相继出现裂缝。她找该店要说
法，被告知“轮胎非质量问题”，只
能出于“客户至上”的宗旨，给予
一点友情补偿。

据王真真介绍，2017年 1月，
她在平顶山一家4S店以20多万
元的价格购买一辆宝马218时尚
型轿车。今年 6月 5日，她感到
车辆轮胎噪音较大，就到4S店检
查保养，保养后仍有噪音。她把
车开回家后不放心，又到另一家
汽车维修店检查 ，发现左后轮出
现一条10多厘米长的裂缝，她把
情况反映给4S店后，该店派人到
她家中取走轮胎送厂家鉴定。

7 月初，这辆车的左前轮又
出了状况。当时她和家人走高速
去鲁山，行驶中出现辗轧障碍物
的感觉。回叶县的路上，仪表显
示胎压有问题，她勉强把车开到
家，检查发现，车左前轮出现了一
条更长的裂缝。之后 ，这只轮胎
也被 4S 店送到厂家做质量鉴
定。两次鉴定结论均为“没有发
现任何制造或材料问题”，也就是
说非质量问题。有此结论，4S店
拒绝了王真真免费更换两只轮胎
的要求。他们表示，愿意给王真
真800元代金券，可在车辆维修
时使用，但不包括更换轮胎。

对于厂家的鉴定结论以及
4S店提出的解决方案，王真真难
以接受。她说：“我开车主要是往
返于叶县、舞阳县城之间，走的
都是大路，轮胎损毁不至于这么
快吧？”

购车一年半、行驶里程约
28000 公里，两只轮胎就出现这
么大的裂缝，是否合常理？记者
就此咨询了一位驾龄近40年的
老司机，这位司机说：“这确实不
太合常理。”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这家4S
店，见到了正在交涉的双方。店
方一位李姓经理告诉记者，因为
轮胎故障非质量问题，且已过保
修期，出于“客户至上”的宗旨，他
们只能给王真真 1200 元代金券
作为补偿。王真真则仍然要求免
费更换两只轮胎。

轿车买来一年半
两只轮胎裂口子
厂家鉴定：非质量问题

□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郭玉婧

本报讯 8月13日，市民王先
生拨打晚报热线反映，市区建设
路万达广场门前非机动车乱停
乱放，非机动车道被占据一半，
导致不少骑车市民不得不走上
机动车道，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
管。记者昨天前往现场进行了
实地走访。

昨天上午11时许，记者沿建
设路南侧非机动车道来到万达
广场门前路段，只见人行过街
天桥南侧杂乱地停放着许多非
机动车，自行车、电动车夹杂着
停在一起，多辆送快递的三轮
车也停在这里接送货物。尽管
桥下贴有城管执法局“此处禁
止停放一切车辆，如违规停放
将扣车罚款”的提示，人们仍然
我行我素，行人和骑车者经过
这里只能走机动车道。继续往
东走，可以看到公交站牌两侧
长一百多米的非机动车道上停
放着一排非机动车，本就不宽
的车道被占据了一半，仅够一
人通过，不少行人或骑车者拐
上机动车道通行。在这段非机
动车道的两端及中间，城管及
交管部门设了几块“禁止非机
动车占道”的警示牌，但在这段
路上停车的市民来来往往，络
绎不绝。

在万达广场地下停车场入
口处巡逻的一名保安无奈地告
诉记者，万达广场后面设有专

门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可是不
少市民图方便不想交看车费，
不到后面去停。城管也说过让
保安管管这些随意停车者，可
是停车的人太多，他们也管不
过来。

记者随后看到，在万达广场
东侧道路入口处，竖着一块“非
机动车停车场”提示牌，箭头指

向万达广场楼后。记者来到这
个非机动车停车场，只见停车场
内整齐地停放着许多非机动车，
值班保安说，他从3个月前开始
在这里看车，原先这里车辆停放
得很杂乱。

针对万达广场门前非机动
车占道问题，卫东区城管执法局
有关人士说，自从万达广场开业

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了老大难，
他们已经联合辖区交管部门多
次行动，对乱停乱放的非机动车
进行了拖移和处罚，目前设立了
多块禁停告示牌，并派人在现场
加强监管，但仍有市民不自觉。
这位执法人员呼吁市民提高自
身素质，把非机动车停放到停车
场内，把路还给大家。

非机动车道成了停车场
万达广场门前有路难行

市民呼吁加强管理 城管呼吁市民自觉

来电照登

市民兰女士昨天来电：市区
健康路路灯不亮，居民夜间出行
不便。

热线回复

新城区崇文路新城小区59
号楼12楼水压很小，已经两年多
了，影响居民生活。

新城区水务公司杜女士：我
们与反映人联系，核实后处理。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家中装修换下一批
旧家具，处理旧家具时，发现竟
然无人回收。“扔了可惜，放着占
地方，这旧家具就真的没人收
吗？”近日，市民刘女士向记者反
映此事时说。

旧家具无人回收

刘女士家住市区建设路西
段。据其介绍，由于家中装修，
更换了沙发、衣柜等一批家具。
起初，亲戚想要这些家具，准备
拉回老家的老房子里。后来亲
戚打听到家具拆装都要收费，而
且老家离市区也较远，不划算，
又不要了。于是，刘女士找到附
近收废品的，准备将其处理掉，
结果找了几个，“人家不但不收，
白给都不要。”

“这些家具都好好的，就是
样式老了，有一个是抽屉坏了，
修修都能正常用，怎么就没人要
呢？”刘女士很是困惑。

市民李女士家住市区矿工
路中段，前段时间，家里的沙发
扶手坏了，她就买了一套新沙

发。处理旧沙发时，她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最后找了个收废品
的，说你帮我搬走就行了，东西
就算白给你了，结果对方说，搬
下楼再运出小区都是要收费
的。”

这着实让李女士觉得不可
思议：就算卖个旧报纸还能换点
零钱，怎么好好的旧家具就这么
不受待见，还得自己掏钱处理
呢？

旧家具咋成烫手山芋

昨天上午，记者就此事进行
了走访。

在市区建设路西段陈庄沟
附近，记者遇到一个收废品的。
询问是否收旧家具，被一口回
绝：“现在旧货市场不景气，回收
来的东西大多没人要，我们也是
白费力气。”

在光明路加油站附近、矿工
路市自来水公司附近……记者
先后又询问了几个收废品的，均
被告知“不收”。

“实木的大衣柜我们是不收
的，样子过时了，没人要，得是近
几年比较流行的，成色要好的。”

在市区矿工路市自来水公司附
近，一个收废品的说，“现在市民
换下来的旧家具，能回收的很
少，最后都要求我们帮忙处理
掉，我们要出力气搬运，所以每
搬一件家具都是收费的，只搬下
楼一件 10块或 20块钱，如果要
拉走处理掉，每装满一车收费
100。”对方说，“我们拉走其实也
没办法处理，不能扔到市区垃圾
站，只能拉到郊区比较偏僻的地
方扔到路边、沟里。”

随后，记者来到市区平安大
道上张的新旧货市场。

崔女士从事旧家具回收出
售十几年了。她告诉记者，他们
多回收办公用品、饭店的餐桌餐
椅等，“这些东西饭店或公司不
要了，我们收来拾掇一下，还能
卖个下家，旧家具不好转手。”崔
女士说，“实木家具是真木料，收
购回来改形、抛光、上漆后还能
使用；板式家具用的是刨花板或
压缩板，拆下来木料不能二次利
用，当柴烧都点不着火。现在买
家具的主力军是年轻人，谁会买
过时的旧家具？所以就不收
了。”

记者又询问了几位家具销

售商，他们都表示，旧家具回收
的意义不大。“如果是电器，以旧
换新回收后，不少零部件还能再
投入使用，家具很难翻新，实木
的还多少有点儿可能，刨花板和
高密度板拆下来之后基本就再
无利用的可能了。”一家具经销
商说。

建议网上转赠或出售

旧家具是否真的没有出路
了？采访中，有市民建议可以选
择网上出售旧家具。市民孙女
士说，早前，她买过一个电脑桌，
花了 500 多元钱，用了一年多
后，她搬家买了新家具，就在网
上将电脑桌转手了，“卖了80块
钱，买家上门来取，其实卖多少
钱真无所谓，能处理掉又没浪费
就挺好的。”孙女士说。

也有市民建议，社区或有条
件的家属院能否定期举行个旧
货交换市场什么的，以促进二手
家具的就近流转，尽可能避免浪
费。

此外，还有市民建议，能否
开辟绿色通道，将二手家具捐给
贫困地区，实现二次利用？

扔了可惜 放着占地方

“鸡肋”旧家具何去何从？

昨天上午，在市区建设路万达广场门前的非机动车道上，停放的车辆挡了一半的路。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