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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补考考两两次次却却被被收收了了五五次次费费用用
邹平男子考驾照遭遇“乌龙”收费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张峰)

孙先生在邹平县煜麟驾校报考了
C1驾证，科目一考试补考了两次却
被收了五次费用，这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孙先生于2012年在邹平县煜麟
驾校报考的C1驾证考试。孙先生
说，“科目一考试共考了3次，第二次
和第三次属于补考，每次需要交60
元的补考费，应该是120元。”按照孙
先生的说法，2012年9月份科目一考
试在第三次考试时就通过了，补考
了两次。

然而到了今年6月份，孙先生参
加科目二考试前，被邹平县车管所
告知需交齐科目一的四次补考费才
能参加考试。这让孙先生有点纳闷，
按照这种情况，自己属于补考四次，
另外两次补考是咋回事？

14日，记者来到邹平县车管所
通过查询发现，系统显示孙先生“补
考”了四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种情况属于预约了考试，但至于是
驾校未通知到学员导致缺考还是学
员未参加考试，系统并不显示，也不
显示具体的补考日期。

由于孙先生将第一次补考费用
交到了煜麟驾校，孙先生估计是“驾
校没把补考费交到车管所”，导致车
管所系统未能查询到第一次缴费记
录，所以四次补考费全部由车管所
一次性收取。因此，加上第一次向煜
麟驾校交的补考费60元，孙先生实
际上共交了五次费用，合计300元。

那么，到底是驾校预约考试后
未通知到孙先生还是孙先生缺考？
孙先生说，自己留的手机号用了7

年一直没有停机，“如果通知我去
考试了，我肯定会去，要不然白白
缺考交费用不说，驾照也迟迟拿不
出来。”

记者来到位于邹平县好生街道
办事处的煜麟驾校核对有关事实，
工作人员回复2012年的底子已经查
不到了。

记者按照孙先生提供的电话尝
试联系煜麟驾校负责通知学员考试
的工作人员王女士，电话接通后对
方称自己不是王女士便挂断了电
话。记者再次向孙先生确认电话，孙
先生称电话号码根本就没错，因为
之前找过她，可能是她在躲避。

孤寡老人外出游玩欢度重阳

本报1 0月1 5日讯 (通
讯员 冯志强 冯倩倩
记者 王领娣 ) 1 5日上
午，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
处中心敬老院组织院内的
五保户、孤寡老人进行重
阳节外出一日游活动，敬
老院抽调了一批护理人员
和医务室人员陪伴着47位
老人参观游览了滨州火车
站、市民体育健身广场和
黄河文化产业园。

老人们当得知要去滨
州火车站游览，开心劲溢
于言表，在护理人员的带
领下，老人们乘着2辆大巴
车来到了滨州火车站。在
滨州火车站，老人们兴致
勃勃地走进候车大厅进行
了参观，滨州火车站站长

还向老人们讲解了滨州火
车站的一些基本情况。最
后，老人们兴致勃勃地参
观了火车站站前广场。

在市全民体育健身广
场上，老人们玩得也不亦
乐乎，有的在体育器材上
健身，有的还即兴耍起了

“功夫”，一招一式，还蛮像
那么回事。工作人员也玩
起小低杠，逗的老人们开
怀大笑。

最后，老人们游览了
黄河文化产业园，大家在
亭子闲坐，聊天，听工作人
员讲解。青青的绿水，清秀
的假山，蜿蜒的小路，仿古
的亭榭，带给老人们极大
的乐趣。

东方神参慰问演出庆重阳节

15日，滨城区老龄办、东方神参组织到滨城区社会养老
服务中心进行慰问演出。在为老人们送上精彩的吕剧《小姑
贤》、《红嫂》选段等文艺节目同时,为老人们送去东方神参
口服液、食用油、面粉、面条等慰问品,让他们感受到节日的
温暖和浓浓的祝福。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影报道

邹平县车管所给孙先生开的4次补考费用发票（左），以及孙先生交
给驾校的第一次补考收费单据（右）。

妻子瘫痪，儿子患精神病，他却进了重症监护室

家家贫贫遭遭车车祸祸，，谁谁来来帮帮帮帮他他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丽

丽) 10月5日，家住博兴县乔庄镇
前徐陈村的焦宝利骑电动车到市
里卖自己做的笤帚时遭遇严重车
祸，手术后的他依然在重症监护
室，处于昏迷状态。由于无钱医治，
焦宝利已经停药五天，家里是他瘫
痪的妻子和患有精神病的继子。

40多岁的时候，焦宝利跟妻子
结婚，妻子二婚，带来了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如今，女儿出嫁，儿子患
有精神病一直在家里。就在与焦宝
利结婚两年后，一次意外摔伤，妻
子再也站不起来了，只能靠轮椅活
动。一个瘫痪的妻子和一个患有精
神病、无任何劳动能力的继子，生
活所有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焦宝利
身上。

为了谋生，焦宝利每天会骑着
电动三路车，从博兴县焦家村来市

里卖他自己做的笤帚扫帚，虽然收
入微薄，但也勉强糊口。然而，10月
5日的一次车祸，彻底压垮了这个
家庭。

当天，他像往常一样骑车经过
黄河大桥附近，但不幸被一辆拉土
农用三轮车撞出20多米，被第一时
间送往了滨医附院进行救治，如今
已经过去十多天，依然在重症监护
室，重度昏迷。但由于没钱医治，医
院已经停药。

说到此，焦宝利的弟弟焦保军
已经泣不成声。由于家庭贫困，焦
保军的妻子在孩子7个月大时候就
离家出走了，焦保军独自一人将孩
子抚养大。大哥的家庭也如他们一
样，在贫困线上挣扎。

如今，焦宝利已经花费6万余
元，目前已经欠费近3万元。医生
说，如果持续治疗，焦宝利苏醒的

可能性很大，但目前医疗费像一座
大山横挡在一家人和焦宝利之间。

“我哥现在危在旦夕，盼望好
心人能帮帮我们，以后我们做牛做
马也不忘您们的救命之恩。”说起
重症监护室的哥哥，焦宝利几度哽
咽。

如果您想帮帮这个苦难的家
庭，请联系本报。

焦宝利昏迷，焦宝利弟弟焦保
军并没有银行卡，因此，所有爱心
捐款由本报记者代收并代焦宝利
交给医院，所有缴费单据会在本报
微信公布。打款时请注明：焦宝利
医疗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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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认错家门，踹坏他人鞋架

本报10月15日讯(通讯
员 邱振华 记者 王忠
才 ) 一醉汉夜晚错认家
门，主人开门后醉汉不认错
反而与人家争吵起来，无奈
之下的户主报警求助。“我
们门口有一个喝多的人认
错门了，还把我家的鞋架踹
坏了。”11日晚上9点多，家
住滨州市滨城区黄河二路
某小区的马先生向滨西分
局报警求助。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

一个身带酒气的男子正在
与报警人进行争吵，坚称这
是自己家，民警立即上前制
止并询问情况。为了不影响
周边群众的休息，民警耐心
询问后终于联系到住在该
单位二楼的醉酒男子的同
事，将男子扶回家。原来，男
子晚上与朋友聚会，多喝了
几杯，才走错了门。“算了，
鞋架不值几个钱，以后少喝
点。”见醉酒男子赔礼道歉
后的马先生表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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