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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画治病》和《做画治病》文章内容几乎相同，原作者质疑———

抄了我的文章，得给个说法

儿子说“手割了”

老爸听成“着火了”
消防赶到才知虚惊一场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
息(记者 刘来) 一市民
在电话里说“手割了”，父
亲却听成“着火了”报警。
15 日上午，民警和消防官
兵赶到才知是误会。

15 日 10 时 50 分，泰
安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警
铃响起。“有火警！”队长李
琳立即带领战士们跳上消
防车，从接到报警到第一
辆消防车出门，不超过半
分钟。由于报警人提供的

信息不全面，只说“在货场
路上”。李琳迅速向报警人
问清楚具体位置，是在货
场路最北头的老罐头厂宿
舍。

记者跟随消防官兵到
达报警人所说的地点，110

民警告诉消防官兵并没有
火情，是报警人误报了。记
者了解到，报警人周先生
15 日上午，10 点多接到了
儿子的电话。“小两口在家
不知为啥吵架了，可能是

儿媳妇的手被划破了。”周
先生说当时他周围环境有
点乱，儿子告诉他“手割
了”，他误听成“着火了”，
拨打 110 报警。周先生知
道是场误会后给消防打电
话表示了歉意。

记者从泰安市消防支
队了解到，119 指挥中心
每年都会接到不少类似的
误报火警和虚报火警，影
响消防部队正常的执勤备
战。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记者
陈新) 近日市民张继震看到一篇名
叫《作画治病》的文章和自己 2006 年
发表的《做画治病》内容几乎完全相
同，仅题目改了一个“做”字。3 月 15

日，张继震拨打本报热线投诉侵权
者。

前几天，张继震在书报亭看杂
志时看到一篇名为《作画治病》的稿
子，感觉有点面熟，“这不是原来我
写的稿子嘛。”张继震说。

张继震是泰安作家协会成员，经

常在《幽默与笑话》等杂志上投稿。
2006 年，他的稿子《做画治病》发表在
《幽默与笑话》2 月上半月刊第 38 页
上。一个署名“华丽”的人在今年《幽默
与笑话》3 月上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作
画治病》，内容明显抄袭了他的文章。
张继震将两篇稿子对比给记者看，

《作画治病》和张继震原稿题目仅改
了一个字，内容几乎完全一致。“这个
华丽我根本不认识。”张继震说。

意识到自己的文章被抄袭了，张
继震很是气愤，没想到几天后他在一

本叫做《民间文学》的杂志上又看到
了《作画治病》作者也是华丽。“这是典
型的剽窃，还一稿多投。抄了我的文
章，得给个说法。”张继震气愤地说。

记者联系了两家杂志的编辑部。
《幽默与笑话》编辑部孙主任称，他们
能证实张继震反映的问题属实，编辑
部已经停发华丽的稿费。张继震可以
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权益，他们可以给
提供华丽的通讯地址。《民间文学》编
辑部的关女士称，需要张继震将原稿
寄给他们进一步核实。

张继震展
示文章被抄袭
的证据。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忘贴交强险标志受罚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

（记者 曹剑） 买了交强险
却不贴交强险标志，被交警
拦下又跑回家取，最终处罚
50 元。交警称，有的驾驶员忘
了贴，也有的不愿意贴，这些
情况都要依法处罚。

15 日上午，泰安市交
警支队直属五大队勤务三
中队在泰明路和环山路路
口设岗检查。9 点 50 左右，
一辆白色轿车从西向东行
驶，到路口时想闯红灯。交
警指挥驾驶员停车检查，发
现该车没有贴交强险标志。
驾驶员称，交强险已经买
了，忘了贴。交警决定暂扣
其驾驶证和行车证，让他回
家取交强险标志。大约 10

多分钟，司机送来了标志，
交警核对后根据相关规定

对驾驶员罚款 50 元。
10 点左右，一辆白色

奥迪轿车沿环山路由西向
东行驶，交警见车上没有
贴交强险标志，示意驾驶
员停车检查。驾驶证和行
驶证的信息显示该车从淄
博购买，驾驶员是泰安人。
驾驶员称，已经购买了保
险，但在淄博拿不回来。交
警联系了淄博奥迪 4S 店，
确认该车确实购买了交强
险。由于奥迪车驾驶员认
错态度很好，交警对他批
评教育后放行。

中队长邱伟志告诉记
者，有的驾驶员买了交强险
忘贴或者嫌影响美观故意
不贴标志，按规定是要处罚
的，提醒市民购买交强险后
及时贴上。

父母残疾家里没钱，脑瘫儿想继续治疗

“我想走路，我想上学”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息(记者

曹剑) 先天脑瘫导致行动不便，通
过治疗恢复到接近正常人行走水
平，继续治疗还需要两万多。14 日，
肥城石横镇马坊村的王德胜拨打本
报热线电话求助，希望好心人能帮
他儿子王庆文度过难关。

14 日上午，记者来到王德胜家
中，一家人正守着一堆病例和缴款
单发愁。记者看到桌子上放着十几
本王庆文的病历，王庆文蹒跚走到
记者面前，含糊不清地喊了声叔叔
好。

王庆文的奶奶江德芹说，王庆

文从刚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一直
背在身上，到 6 岁才勉强自己走路。

“从 2009 年治疗到现在，恢复还不理
想，脚后跟不能着地。”江德芹说。

王德胜说，家人已实在无能为
力。“我们家没有耕地，靠我打工赚
不了多少钱。”自已有残疾证，妻子
腰部也有残疾。记者看到桌子上放
着不少证明信，写着王德胜“无工
作”“无经济收入”等。王德胜说，他
前段时间在济南国医堂医院给儿
子治病，医生说再花两万多，孩子
就能接近正常人水平，给了他很大
希望。记者问王庆文最大的愿望是

什么时，他用不流利的普通话告诉
记者，他想跟常人一样走路，自己
去上学。

14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济南国
医堂医院干细胞治疗中心的王树伟
主任。王树伟说王庆文是脑瘫引起
的足内翻，情况比较严重，治疗存在
不确定性，矫形手术很麻烦，接下来
需要综合治疗。虽然医院减免了大
部分医药费用，王庆文还是支付不
起。“恢复到常人水平，任何医生都
不敢保证，我只能说，再花两万多块
钱，王庆文的病症会有明显改善。”
王树伟说。

本报 6982110 热线消
息 (记者 赵兴超 通讯
员 李秀英 孙丰娟 )
看过保险公司高薪招聘内
勤人员的告示，东平县的
刘女士交了 500 元押金应
聘。后被告知要做内勤，需
要从跑保险做起。刘女士
想退出，公司扣着押金不
退还。3 月 15 日，东平县
城的刘女士向东平县经侦
大队反映了这一情况。

几天前，刘女士看到
一则某保险公司招聘经理
助理和内勤的消息，招聘

方承诺内勤底薪 2000 元，
让刘女士动了心。

在与保险公司客户经
理张某联系后，张某告知她
需要先通过保险公司的一
项测试。在交纳了 60 元考
试费后，刘女士考出代理
证。随后，刘女士又参加了
3 天培训，交纳了 500 元押
金。张某承诺，在这之后刘
女士就能上岗工作。尽管刘
女士一再表示，自己只想应
聘内勤岗位，不想做保险代
理人，而对方却称每个职位
都要从基层做起。

几天的学习后，刘女
士明白必须拉到保单才能
转正。拉不到业务没有底
薪，想拿钱只能靠招人、拉
保单或者为自己买保险。
通过不断招新人才能拿到
公司承诺的薪酬。刘女士
摸清情况后，找到张某想
退出，索要押金对方却迟
迟不退还。

民警提示求职心切的
市民，一定要识别虚假的
招聘信息，避免陷入保险
行业通过拉人头自保，来
实现业绩的怪圈。

应聘干内勤先得跑保险？
想退出要不回五百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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