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记者 宋
立山） 房产买卖过程中遇到纠纷
咋办？本周日（7月26日）上午9:30至
11:00，本报“法援在线”栏目打造的
“法援公开课”正式启动，第一期讲
座将聚焦房产买卖中常见的法律
风险，主讲嘉宾为山东齐鲁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陈瑞福，精
彩的讲座之后还将现场回答读者
的法律咨询。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报
名参与，跟律师“大咖”面对面，这

样的机会可不多哦！
“法援在线”公益活动启动以

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热线电话为读
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每天都有数
以百计的咨询如潮水般涌来。我们
突发奇想 ,何不邀请各领域的律师

“大咖”们为您面对面讲解法律问
题呢?于是,法援公开课应运而生。

一套房子动辄上百万元，这可
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管是买房还是
卖房，稍有不慎就会埋下法律风

险，导致不必要的损失。如何看待
售房宣传广告？房屋预售应注意哪
些事项？如何签署审核房屋买卖合
同？如何处理房屋质量问题？首期

“法援公开课”邀请山东齐鲁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陈瑞福，
扒扒买房时可能遇到的陷阱，教您
防范和应对法律风险。讲座之后，
陈律师带领的律师团队还将现场
回答读者的咨询。

为保证授课效果，讲座仅有50

个名额，读者需提前报名，报名方
式有两种：扫描文末的二维码，关
注“齐鲁法援在线”，发送姓名和联
系方式，并注明“法援公开课”；或
直接拨打15969678226，向尹老师报
名。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讲座时间：本周日（7月26日）上
午9:30-11:00；地点：济南市历山路
118号文华园小区3号楼北广场历山
路社区居委会2楼。若找不到地方，
请拨打上述电话。

买买房房怕怕被被坑坑？？快快来来补补补补课课！！
“法援公开课”本周日开讲，资深律师为您扒扒房产买卖那些事儿

齐鲁法援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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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云云

好好心心捎捎人人一一程程，，反反被被告告上上法法庭庭

好意搭乘：

拉着老同学聚会

出事赔了11万

乘坐顺风车

少女遭强奸

“开车了吗？捎着
我？”“没开车？我捎你
一段。”生活中是不是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私
家车越来越多，搭乘顺
风车的情况也司空见
惯。尤其拼车软件的上
线，更是让许多人将搭
乘顺风车作为出行的
新选择。

可你知道吗，一路
平安自然是好，可一旦
发生意外，纠纷可能就
这么来了。法援妹提醒
大家，顺风车可不是随
便搭乘的哦。

上百人申请

半价打官司

本报讯 本报“法援在线”栏目
正式启动“半价打官司”公益项目以
来,累计已有上百人申请，目前已为
部分符合条件的读者对接律师，您
若有需要 ,赶紧扫描本版二维码 ,添
加“齐鲁法援在线”公众号，发送问
题 ,留下联系方式 ,并注明申请半价
打官司。本报根据申请者的经济状
况，每周选择5—8名读者。

半价指的是 ,在省物价局和司
法厅联合下发的《山东省律师服务
收费标准》基础之上,至少为读者提
供半价优惠。这样既能体现公益性,

又尊重律师的劳动。
对于入选者 ,我们会及时与您

联系,核实相关信息,对接相关律师。
对于未入选的粉丝 ,我们也将提供
免费的法律咨询 ,需要聘请律师的 ,

我们可以为您牵线搭桥 ,对接业务
素 质 过 硬 的 律 师 。详 情 请 致 电
15269130682（宋老师）。 （本记）

明天上午九点半

大律师在线等您

本报讯 家里有事，没法到现
场听法援公开课，不能面对面咨询
律师，这可咋办？别着急，本周四上
午9:30—11:30“法援在线”栏目将继
续邀请省城知名律所的资深律师 ,

在微信公众号为您在线实时解答法
律咨询。需要咨询的朋友可以扫描
二维码 ,添加“齐鲁法援在线”微信
公众号,并发送您想要咨询的问题。

我我被被借借调调了了，，谁谁给给交交保保险险？？
“律·动中国”公益巡讲走进济南，专解劳动法难题

本报济南7月21日讯（见
习记者 周国芳 实习生
方炯升）“大学生合伙创业
时是否应与同学签订劳动合
同？”“借调人员的社保应由原
单位还是所在单位缴纳？”15

日 ，第 五 届“ 律·动 中 国 ”
FESCO全国公益法律巡讲济
南站成功举办，针对劳动法律
疑难问题，政府权威人士、专

业律师现身说法。一个个接地
气的法律问题解读让在场的
150余名人力资源管理者直呼
“过瘾”。

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企业用
人的方式也日趋多样，“灵活
用工”带来的法律问题急需权
威人士解读。人社部法规司副
巡视员杨毅新以“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为核心，对灵活用工
背景下的若干种常见现象从
法律角度进行了详尽阐释。劳
动法专业律师赵小宇则采取
案例分析的形式，针对企业不
同类型的特殊性裁员话题进
行了解读，并与现场观众互
动，现场解决人力资源管理中
遇到的疑难法律问题。

据悉，本次公益法律巡讲

由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FESCO）与人社部法
规司联合主办，主要针对劳动
法问题，让法律以“平易近人”
的方式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助力用工制度的规范。活动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年度的“公
益之行”将历时四个月，走遍
全国23个城市，全方位开展公
益普法。

张红梅和李玉芝是一对好姐妹，两人
一起到外地参加聚会。李玉芝驾驶车辆，
但车辆在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导致
坐在副驾驶座的张红梅面部受伤。交警部
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玉
芝承担全部事故责任。

出事后，李玉芝将张红梅送到医院进
行了包扎和伤口处理，并垫付了全部医疗
费用。此后，张红梅又自己到整形医院进
行面部整形，花费医疗费五万余元，并经
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因为在赔偿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张
红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玉芝赔偿整
容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等14万余元。法
院最终判决李玉芝赔偿张红梅整容费、误
工费、伤残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计11万余元。

这属于典型的“好意搭乘”，齐鲁律师
事务所律师陈瑞福说，这种情形在生活中
十分常见，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事故责
任在对方车辆，那么，一旦搭车人受伤，责
任由对方车辆承担。但是如果出现像这个
案例中的情况，驾驶人承担事故责任的
话，那么就需要对搭乘人进行赔偿。

但他同时表示，这种搭乘行为中，搭
车人是受益方，不需要支付费用，所以就
算发生事故驾车
人需要承担责任，
应与有偿乘车时
有所区别。在同等
情形下，车主对无
偿搭车人承担的
责任要轻一些。

如果乘车人
在交通事故中有
过错，“比如乱指
挥 、没 有 停 好 车
就打开车门等”，
陈 瑞 福 说 ，这 些
情况下可以适当
减轻驾驶人的责
任。

有偿拼车：

除了交通事故

还要警惕侵害

现实生活中，因为上班地点较远，为了
节省开支，有的年轻人选择了有偿拼车。一
些在同一区域上班的年轻人，找到固定车
主，象征性地给些油钱，每天拼车上下班。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事故，车主也可能面
临风险。

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分
析，在有偿拼车行为中，尤其是在乘客、线
路、时间固定的情形中，驾驶人承担的风险
比较大，这与偶尔搭乘顺风车不同，而是几
乎每个工作日都要载人，这样就无形中大大
增加了驾驶人的风险，建议在拼车前，驾驶
人与拼车人做好书面约定，比如一旦发生交
通事故，各种情形下责任如何分担。

“总体来说，开车捎人要承担一定风险，
驾驶人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有把握，保证好
车况，同时要买齐保险，这样一旦发生事故
可以减轻赔偿责任。”陈瑞福特别提醒。

近期，拼车又有了新的平台，滴滴顺风
车等拼车业务陆续上线，不少人加入搭乘
顺风车的行列。多位律师认为，通过软件叫
来顺风车，不仅要考虑发生交通事故的风
险，还要警惕其他危险的发生。

如果单纯来看交通事故，张法水分析，
一旦发生事故，车主和软件公司都应承担
一定责任，“车主在选择这项服务时，实际
上是得到了开车人和软件公司的两方承
诺”。具体如何界定，要看软件公司和司机
是如何约定的，如果没有相关约定，那么法
院应按照公平原则进行裁决，可以按照各
方获益多少来划分责任。

在此之外，还有可能有其他风险。最近
有新闻曝出，女孩打上专车后遭到车主“调
戏”，这不禁让人对使用打车软件的安全性
产生担忧。这样的风险也可能发生在搭乘
顺风车的过程中。

“因为双方互相并不认识，可能发生乘
客与司机互相侵害的情况。”陈瑞福说，尽
管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相关部门对这些业
务尚没有进行监管，所以目前拼车软件暗
藏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建议大家谨慎。

（文中案例当事人为化名）

嘉宾简介
陈瑞福，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山东省律师高评委委员，民盟中央法制委员

会委员，济南市仲裁委仲裁员，执业二十余年，有丰厚的房地产法律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

原某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之
前因偷窥女厕所被行政拘留多次，
屡教不改，后因犯强奸罪被判处五
年有期徒刑。2014年8月的一天傍
晚，刑满释放不久的他在夜店门口
闲逛，看到李某某后主动搭讪。李某
某被原某假装出来的礼貌举止所迷
惑，互相加了微信号并保持联系。

四天后，原某得知李某某晚上9

点钟要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于是
主动提出可顺道开车接送李某某。
警惕性不高的李某某答应了原某的
请求。当晚原某见李某某穿着暴露，
于是起了歹念，偷偷将车开到偏僻
路边，锁死车门，孤立无援的李某某
惨遭强奸。 （据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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