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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顿德物流服务部”离职后 公司拒退款

应聘遇“坑”求职者：找工作需谨慎

大学生小李在“顿
德物流服务部”提出离
职后，对方表示退款
400元伙食费。截至7
月 7日记者截稿时，小
李仍未收到这笔退款。

在此，多名吃过
亏的求职学生提醒：
遇到这种情况，务必
多加留意，避免受到
损失。

7月5日，本报以《一天班没上 伙食费为何
不退？》为题刊发了大学生小李在“顿德物流服
务部”的应聘遭遇，当时，小李通过一款名为

“BOSS直聘”的软件APP找了份‘顿德物流服务
部’的工作，“说是文职，负责公司的培训，一个
月3000元 ，供吃供住，地点在于洪区沙岭镇新
荣广场二楼。到那之后，对方说是收 450 元钱
伙食费，干满一个月给返钱。”交过钱的小李看
到对方的办公桌上连电脑都没有，多名工作人
员都在座位上用手机操作招聘新员工的流程，
对此小李有些担心，于是提出离职。

提出离职后，小李签下了离职申请单，小李
经过协商后，对方表示可以退款400元。其后，
小李与母亲多次与对方沟通，截至7月7日记者
截稿时，小李仍未收到这笔退款。

报道刊发后，有类似遭遇的小邹给记者发
来信息，表示也是到这家“顿德物流服务部”应
聘，同样交了 450 元伙食费后，有了离职的想
法，“开始也不让进屋看是什么条件，我也是在
网上看到的招聘信息，交过钱后一看这条件太

简陋了，所谓的文职工作就像拉人头一样，联系
前来应聘的人员，和想象中的工作差距太大。”

小邹同样提出了离职，结局也是一样，还没
有收到对方承诺的退款。7月7日，小邹再次去
往顿德物流服务部，结果眼前的一幕让她有些
始料不及，“这家在2021年5月注册的公司已经
人去楼空，我可能是被骗了。上网查阅相关的
报道后，才发现类似的情况有不少，专门有这样

的公司，经常更换地点和法人，长期招人，收取
各种钱款，然后消失。吃一堑，长一智，就当交
学费了，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此进行监管。”

随后记者又收到多名年轻学生类似的遭
遇，在此，多位吃过亏的学生提醒，在求职过程
中，遇到这种情况，务必多加留意，避免受到损
失。

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

“顿德物流服务部”现已人去楼空。 受访者供图

7月 8日，辽沈晚报记者从沈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了解到，市城建部
门拟于 7月 9日晚 10时开始组织实施
沈辽路南阳湖街下匝道建设工程，预
计9月30日结束，工期3个月。施工将
占用沈辽路南阳湖街以西 400 米长路
段南侧2排机动车道，西向东剩余2排
车道。

沈阳公安交警提示：施工期间，上
述路段通行压力增加，有条件的市民
可以选择远端绕行或错峰出行。施工
路段及周边绕行线路请勿随意停车，
以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辽沈晚报记者 李毅

沈辽路高架桥
南阳湖街下匝道施工
建议绕行或错峰出行

1.3万元买的家具，到货后发现尺寸
与约定不符，商家同意退货并退款。可
一个多月过去了，商家却迟迟不履行退
款，记者出面帮助协调后，顾客终于拿到
了应退的购物款。

昨日上午，沈阳的兰女士给“辽沈帮
帮帮”打来电话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
寻求帮助。

今年 3 月 14 日，兰女士在沈阳红星
美凯龙浑南店“锐比沙发”看中一套家
具，包括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总金额
为 1.3万元，当时一次性付全款，双方约
定5月1日前送货上门。到5月15日时，
家具终于送到了，打开后发现，茶几、电
视柜、餐桌全部都比预订时的尺码大，超
出了室内正常合理的摆放要求，“我当时
就要求退货，联系店家时他们也同意了，
退货并且退款。”

此后，兰女士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
催商家将家具拉走并且返还 1.3万元购
物款，6月 5日，这些在兰女士家躺了 20
天的家具终于被取走了，而退款始终没
有动静，“按理说，家具都退回去了，钱是
不是得返给我啊，催多少次都没动静。
我特意跑到浑南，看到他们家已经从红
星美凯龙撤出了，心想这个钱可能真的
要不回来了。”

兰女士找到客户服务中心协调退款
事宜，但对方却摆开了拖的架势，就是不
办理退款，“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这也太
不讲信誉了吧。”

家具退回已经一个多月了，而退款
却遥遥无期，兰女士实在无奈了才拨通
了“辽沈帮帮帮”电话。

昨日下午，记者陪同兰女士一起到
了红星美凯龙浑南店该商家的另一个正
常营业的品牌店，客服经理帮助沟通，十
余分钟后，商家通过手机将1.3万元直接
转给了兰女士。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文并摄

因家具尺寸不符要退款
记者帮协调 终于办了

兰女士（右）收到了店家退回来的购物款。

厨房下水管堵了十年，疏通了十年，现在是
彻底堵死了。为了防止返水，干脆用块木头将
下水管堵死。

家住沈阳市铁西区景星小区15号楼1单元
3楼1号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家里的厨房下水不
能使用已经10个月了，洗菜做饭只能用盆接水，
用完的水直接泼到楼下，或者倒入卫生间。受
此影响的不止孙女士一家，从 3楼到 7楼共计 5
家，因为下水经常堵，因此受气已经长达 10 年
了，“我们真的太难了，谁能管管我们啊？”

昨日，孙女士介绍，她家住的楼差不多有二
三十年了，弃管楼，十多年前就经常出现下水管
道堵塞的情况，每一次堵，下水口会像喷泉一样
向外溢水，“因为 1-2 楼是门市房，下水堵了之
后第一受害的就是3楼，没办法我只能下楼去关
水阀，因此经常与单元的邻居闹矛盾。”

每次堵了只能找人疏通，那时收费是一次
80元，每家分摊。后来疏通难度越来越大，疏通
的费用也越来越高，100元、150元、200元，直至
去年，每次都要五六百元，大家都承担不起了，

“到去年10月份，花多少钱也疏通不开了，彻底
堵死了，这些年，我个人花在疏通上的钱已达千
元。”

下水管道不通，但楼上偶尔还会有人使用

水，为了防止下水管返水，孙女士的爱人找来一
根木头垫块布直接塞进下水管中，彻底放弃使
用。

景星南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社区因
为孙女士家的情况多次联系房产等部门，寻求
解决办法，目前仍然有很多难点，分析是管道塌
陷严重，需要刨开门市房地面，彻底更换下水管
线。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堵了十年疏通十年 为防止返水

下水管用木头堵死
居民近十个月用盆接水

下水口堵死，彻底不能用了。 读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