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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已过世母亲的存折取款时出现意外

连输10次错误密码
存折半年无法解密
本报记者 龚海

□记者 崔滨

本报 1月5日讯 元旦
后，细心的省城市民李小姐
注意到，麦当劳、肯德基这
些洋快餐，不仅服务员的服
装跟原来不一样了，餐品种
类和餐厅形象也发生了改
变。记者了解到，今年起，为
了抢夺更多的年轻顾客，省
城洋快餐纷纷“变脸”，重点
瞄准早餐和低价套餐市场。

记者4日走访多家快餐
连锁店发现，追求时尚的年轻
消费群体正成为麦当劳、肯德
基及永和、真功夫等快餐企业
的重点目标消费人群。

为抢占更多的早餐市
场，省城肯德基餐厅已从元
旦起将早餐时间由 7点提
早到 6点，不约而同，中式
快餐真功夫、永和豆浆等也
把目标瞄准了年轻都市上
班族，纷纷推出 15元左右
的工作套餐，以及元气人参
鸡、猴头菇鸡汤、酒酿丸子
等年轻人喜爱的食品。

记者 4日在省城多家

麦当劳餐厅看到，餐厅菜单
中 9元和 6元的低价食品，
占据了全部餐品的 1/3左
右，同时咖啡也有了免费续
杯。历山路麦当劳餐厅负责
人告诉记者，之前为期1个
月的15元套餐今年起将永
久推出。而在此前，麦当劳
的套餐均在20元以上。

而麦当劳（中国）有限
公司副总裁总经理缪钦表
示，未来3年内全国近90%的
麦当劳餐厅将全部改头换
面，采用全新设计外观和内
装修，也包括麦当劳员工全
部换装。其中今年底超过一
半的餐厅将完成升级。
“洋快餐降价，中式快

餐频出新品，又都把重点目
标客户群瞄准了年轻人，可
以看出快餐业今年对中国
市场份额的企图都十分明
显。”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市
场营销学教授王德胜认为，
洋快餐不断降价促销、卖早
餐，都是希望通过目标人群
及产品定位风格的转变，赢
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洋快餐新年“变脸”迎战中餐

以早餐、低价套餐抢夺年轻顾客

洋快餐麦当劳新年“变脸”。 崔滨 摄存折被锁半年，钱取不出来
4日，陈女士很郁闷地

给本报来电，存折已经被锁
近半年了，现在还取不出钱
来。

她说，2009年7月份，母

亲去世不久，她拿着母亲的
存折到省城一家银行取钱，
在输入密码错误后，银行工
作人员提示她再次输入。也
许因为母亲的过世，心情沉

重的陈女士神思恍惚，多次
输入后依旧被告知密码错
误。陈女士急了，瞅着银行
工作人员略带怀疑的眼神，
她反复尝试，不信自己不记

得密码。到最后，工作人员
告诉她，密码输入错误已经
累计到了10次，存折被锁死
了，要取钱必须由本人带着
身份证先去银行解密。

母亲已去世，解密成难题
存折怎么就会锁死了

呢？陈女士很纳闷。银行工
作人员解释说，为了安全，
存折密码最多不能输错 1 0
次。“这规定我哪知道呀，”
陈女士埋怨说，“银行工作

人员只顾着让我重新输入
密码，压根儿没有告诫我输
错太多次会被锁卡，如果告
诉了我，我肯定不会再盲目
地试探密码。”

存折锁死了可以去解密

啊，但陈女士的这张存折就
特殊了，偏偏是她母亲的，
让本人带着身份证去银行
解密显然已不现实。“如果
知道会锁卡，我肯定不会那
么傻，输入那么多次，肯定

会等想起正确的密码时再
来取钱。”陈女士愤愤不平
地说，“当时银行就是应该
提醒我不能太多次输错密
码，不然现在肯定不会这
样。”

银行要求陈女士出具公证书
上月底，陈女士再次就

此事和这家银行交涉，对方
称，因为陈女士母亲已去世，
这涉及到了遗产问题，必须
首先由陈女士出具公证书，
证明其母亲存折中的款项归
陈女士所有，然后银行才能
对存折解密。陈女士说，存折

里也就5000多元钱，如果要
开公证书，家人都在外地，召
集起来耗时费力，亦然不现
实。在她看来，银行不承认自
己当初没有善意提醒用户输
入密码次数有限制，如今又让
自己出具公证书来取出原本
属于自己的钱，银行的做法让

她非常气愤。当她请求银行提
供当时的取款录像时，银行说
录像一般只保存一个月，2009
年7月份的录像早就没了。

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该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
行没有义务向用户提示输入
密码错误太多次会锁卡，一般

客户即使在锁卡后，也可以拿
本人身份证来解密，但陈女士
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是她母
亲的存折，她母亲也已经去
世，所以就牵涉到了遗产分配
问题，必须由陈女士出具公证
书，银行才能给陈女士解密，
这是原则问题。

“密码错误请重试！”当你在银行取钱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肯定会重新输入密码。

但是，市民陈女士却因为她去世母亲存折密码错误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她连续输入了10

次错误密码，存折随即被锁死，至今无法解密，里边的钱就是取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