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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帮忙
扫这里

网友“无所谓”

求助：我一直住在

杭 州 荷 花 池 头 36

号，已经住了几十

年了。家附近就是

劳动路社区，那里

有口老井，一直都

在用的，井里至今

也都有水。但是之

前 南 山 路 南 线 改

造，有些地方拆拆

建建，我很担心这

口井会怎么样，希

望有关部门能够把

这口井保护起来。

“帮帮团”进入通道：
1.点击“小时新闻”首页上的浮窗“我要爆料”→上传文字、图片，就可发帖。
2.点击“小时新闻”首页下方菜单栏“帮帮团”按钮→点击浮窗“我要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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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小时新闻”首页下方菜单栏“帮帮团”按钮→点击浮窗“我要爆料”。

日前，杭州黄女士向钱报

爆料，她和小姐妹在文二

西路越·健身会所（兰桂

店）充值13万多元的私教

课，不久教练离职，但健身

会所不愿退钱。她们为此

事已奔走了两个多月。

“当时真的昏了头，才去了没

多久，就充了这么多钱！”电话那头，黄女士的

语速急而快。

满意的教练突然离职
想要退费却一拖再拖

黄女士和沈女士是一对 85 后的姐妹花。

黄女士身体受了点伤需要康复训练，沈女士渴

望塑形。去年下半年，两人结伴去健身房健

身。几次后，黄女士自我感觉良好，店里面的

设施挺多，教练素质也还不错。两个小姐妹计

划着长期在越·健身会所（兰桂店）健身，于是

就动起了买私教课的念头。其中一个号称是

国家队运动项目出身的女性教练，黄女士特别

中意她。私教课每节 300-500 元左右。从去

年10月份开始，两个姐妹第一次买私教课，每

人先试水买了几万。在课时安排、健身效果

上，张教练没有辜负黄女士的期待，可以

说很满意。

“当初教练和健身房都跟我保证

过，最近两三年教练都不会离职。虽然

先开始买的私教课还没用完，但我们冲

着张教练，就开始预先充值，买张教练

的课。”从去年年底到今年 9 月份，两个

人续充了 10 多万元的私教课。“就是冲着

对张教练的信任，用支付宝在前台直接几

万几万转账充值的，前台给了我们收据。”黄

女士说。

然而，9 月的一天，黄女士突然收到张教

练的微信留言：我离职了，以后就不负责你们

的私教课程了。

这条信息，让黄女士懵了。

黄女士粗粗算了一笔账，拳击课最贵，余

19 节 ，每 节 500；常 规 课 余 201 节 ，价 格

300-380 元⋯⋯“我自己剩下 85 堂课，价值

37320 元 。 小 姐 妹 剩 下 260 堂 课 ，价 值

101800 元。”黄女士说，两人一共剩下价值

139120元的课程没有上。

闺蜜俩也不想在那里练了，便想着退掉剩

余私教课程。“健身房不让我们退，说给我们介

绍其他教练，可是我们不喜欢。”黄女士说，她

们的家离健身房并不近，每次开车都要 40 多

分钟，当初就是冲着张教练来办私教课的，“如

果硬塞给其他人，还不如在家旁边健身呢。”

此后两个多月，她们一直要求退款但未果。

健身房此类投诉很多
预付式消费要谨慎

无奈之下，黄女士找了西湖区商务局进行

协调。钱报记者也联系上了西湖区商务局商

贸发展科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他对此事比较

了解。“关于越·健身的投诉很多，大部分就是

办了私教课，教练离职要退钱的，或者是办理

年卡要退钱的。”

看来在这家健身房遇到的纠纷，黄女士并非

个例。不过，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此前退款金

额基本上几千元至一两万元不等，像黄女士这样

十几万元的私教课退款要求，还是头一回遇到。

“11 月 15 日接到黄女士的投诉，整整和

越·健身会所（兰桂店）协调了5天。我们和店

家进行了解释，按照法院以前判过的案子，没

有使用过的服务肯定是要退钱的，而且合同里

也表明退卡所需的 30%的违约金他们愿意承

受。但是双方签订的合同里没有完全表明私

教课能不能退，所以我只能将消费者的需求进

行反馈。”王先生说。

钱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店家只愿意两种解

决方法：一是黄女士自己把私教卡转手他人，

不收取手续费；二是店家转手

私教卡，但要收取手续

费，而且转手时间不

固定，很有可能会

拖到明年。

王 先 生 也

告诉记者：“像

黄女士这种大

金额的私教卡，

有时候都抵

得上一个

门店一个

月的收入，私教的抽成都给了，健身房多数不太

愿意后续退款的，所以提前充值要谨慎。”王先生

也想提醒大家，在预付式消费时，千万不要冲动。

随后，钱报记者就此联系了越·健身会所

（兰桂店），对方承认确有此事，并表示将会和

相关部门、黄女士坐下来一起协商。

昨天下午5点多，黄女士告知协商进展。健

身房提出扣除13万多元课程的30%的违约金后，

剩余9万多元分8个月返还。但黄女士不同意，

“听说他们教练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万一中途不

还怎么办？”所以她要求健身房分3个月退

还剩余金额，但健身房说

没那么多钱，先回去商量，

等明天回复分期事宜。

经历过这次事件的

黄女士也是心力交瘁，“再

也不会这么干了”。

本报记者 章然

中意的私教离职
13万多元课时费能退吗
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专业人士提醒预付式消费要谨慎

帮帮团

，等你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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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团记者 杨茜：“无所谓”网友其实对这口井

很有所谓，大伯叫奚杭洪，68岁，是个热心人。

奚大伯住在荷花池头36号，是一处回迁房。一

路之隔，有一幢黑瓦白墙的房子，挖土机正在施工。

他带着钱报记者绕到房子的南边，一扇铝合金小门

半掩着，推开门，穿过一条小巷，眼前也是一片泥泞，

工人在施工。

大伯在一块水泥板前停下。“喏，就是这口井。”

他翻开水泥板，下面确实是一口古井，但是井圈已经

没有了，还有一根直径约 20 厘米的排水管接在井

口。往下看，井里还有水，但水不复清澈，浮着层层

泡沫。奚大伯说，大家都叫这口井“井埠头”，也不知

道算不算名字，老底子的时候，邻居之间会说一句：

“我去井埠头打水去了。”

印象里，这口井比他年纪还大。井的前面就是

广福里街，那时候的街很窄，街边都是矮房，没有自

来水的时候，大家用水都靠这口井。后来，这里拆迁

了，原住民也搬走了，街道也拓宽了，很少人还记得

这口老井的存在。

奚大伯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荷花池头有个

公用的自来水龙头，一分钱一担水，有专人看管，居

民们接自来水是用来喝的。“但洗衣服、洗菜，都是靠

井水的，有个桶，你打好我来打。”

老邻居葛土根比奚大伯还大一岁，11 岁的时候

就住进了荷花池头。他回忆，“哪怕家家户户有了自

来水，大家还是会打井水用。再后来这里拆迁又回

迁，还有些老人家记得这口井的，现在的年轻人，那

是根本不晓得的。”住在三衙前11号一楼的都大伯，

1977年搬到这里，也知道这口井。十多年前南线改

造，这口井也就被圈了起来。没有人再用过。

“井水冬暖夏凉，真的是好。这些年下来，这口

井还没有成为枯井，是不是应该保护起来呢？”奚大

伯说。

这口井究竟命运如何？

清波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说，趁这次改造的时机，

他们准备将井埠头保护起来，在周围做些小景观，将

来可以让居民休憩。“我们也想趁此机会，征集关于

这口老井的故事。”

据了解，预计社区配套用房将在明年投入使用，

期待老井恢复往日的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