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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品刚摆上 转眼被“偷拿”
如何定“罪”，各方说法不一

本报记者 李婵娟 实习生 辛芳慧

现象：祭祀者刚离开，祭品就被“偷拿”
4月1日10点钟，在永安

公墓门口，一老一少拎着一
个编织袋不停地给公墓管理

人员道歉，“你们的这种行为

太卑鄙了。”管理人员气愤地

对他们指责道。

记者看到，两人身旁的

编织袋中装着芒果、香蕉等

水果。公墓管理人员称这些

都是祭品。原来，这两人均为

牟平一工地建筑工人，想改
善一下伙食，便到公墓“偷

拿”祭祀人员摆放的祭祀品，

回去洗洗吃。据“偷拿”祭祀

品的两人介绍，他们平时会

到山上趁祭祀市民离开之

后，将摆在坟头上的水果、点

心等祭品拿走。

“摆上的祭品一般都是
很好的，不拿等着烂了也怪

可惜的。”其中一位陈姓“偷

拿”者说道，他觉得虽然拿别

人的祭品不太好，但摆在那

等着烂掉还不如自己“废物

利用”，“总不至于犯罪吧。”

据调查，“偷拿”祭品的

行为并非仅存在于永安公

墓，在烟台市区的其他公墓

也有祭品被拿的现象。而在

一些“野坟头”，因缺乏管理，

祭祀者摆上祭品刚走，就有
人将祭品一扫而光。

公墓管理人员：公墓内拿别人祭品 一般的教育，严重的报警
对于这种“偷拿”祭品的

行为，公墓人员特别头疼。公

墓管理人员关罗华告诉记

者，每到祭祀的时候，防偷就

是公墓里里一项非常辛苦的

活。往年就有“偷拿”祭品者

在拿祭品后被返回的祭祀者

逮住，遭唾骂甚至殴打。

“祭品是大家寄托哀思

的，拿走祭品太不道德了。”

公墓看山的刘师傅说，被“偷

拿”的祭品一般价值不大，发

现后会对“偷拿”者批评教育
和复印证明身份的证件后让

他们离开。当被“偷拿”的祭

品价值较大，或“偷拿”祭品

者拒不拿出能证明身份的证

件时，公墓方就会报警，将

“偷拿”者交由派出所处理。

身份证明复印件是备用
的，刘师傅说，有些墓主家属
看到祭品被拿会质问公墓

方，这时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就能帮助解决很大的麻烦。

派出所：“偷拿”他人祭品 此种行为暂无定论
永安公墓是初家派出所

的辖区，记者询问这种“偷

拿”别人祭品的行为属于哪

种范畴时，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公安人员告诉记者，此

种行为介于偷窃、侵占、捡拾

之间，如何定性，需要与法制

部门讨论。

这位工作人员说，盗窃
是使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东

西。而侵占罪只有侵占数额

达到1万元以上公安机关才

能立案，不够1万元只能到法

院进行起诉，捡拾是指捡到

没人要的东西。但“偷拿“别

人祭品的行为介于这三种违

法活动之间，具体怎么界定

还需要与有关部门商议。

“这种行为与盗墓不
同。”这位工作人员说，一般

“偷拿”别人祭品价值不大，

难以用违法来界定，但从道

德上说，这种行为是应该遭

到谴责的。

法律专家：祭品并非无主商品 “偷拿”祭品应属盗窃
鲁东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孙明教授告诉记者，从法
律上看，“偷拿”别人祭品应

属盗窃。

“祭品并不是别人遗弃

的，”孙明说，祭品是墓主家

属放在墓碑前的，这些祭品

有特定的意义，要发挥特定

的作用，墓主亲属只是有目

的放在那，并非遗弃。

而墓主亲属既然花钱
购买墓地，墓地所属范围

内同商品房一样，均属个
人财产，拥有使用权，商

品房有70年使用权，墓地

也有20年使用权，“这并
不代表就是公共用地。”

孙明解释说，“偷拿”走祭

品只能算是盗窃。

孙明说，祭品一般是墓

主亲属寄托哀思的一种方
式，“偷拿”祭品如果导致墓

主家人心理受到严重伤害，

应该得到治安管理处罚。

听说公司要卖

私取工人工资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鞠平 通讯员

韩延吉 綦俊超) 听说公司要被卖了，工
头徐某和项目经理孙某为捞取好处，私自取
走工人工资256965元，分赃后各自逃窜。4月
3日，徐某使用假名乘船时被民警查获。

3日9时许，烟台市码头派出所民警在
打捞局客运码头执勤时，发现一位神色慌张
的旅客，经盘查，该旅客称没有身份证，名叫
徐继彪。民警输入徐继彪这个名字进行比
对，发现身份信息里的照片与现场这名旅客
相貌特征不符，推测是个假名字，经验丰富
的民警认为这名旅客有问题，于是将他带回
派出所进一步盘问。

在值班室民警对该旅客展开详细询问，

最后他承认，他也姓徐，安徽省滁州人，2010

年3月3日被陕西镇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列
为网上逃犯。在民警的追问下，徐某交代，

2009年，他带领一帮工人在温州井巷工程有
限公司驻镇安东沟项目部打工，负责现场管
理，并与该项目部经理孙某逐渐混熟，为捞
取好处，两人约定从给农民工的月度工资里
扣除一部分，然后分摊。一段时间后，孙某听
说公司要被卖掉，于是和徐某合谋将农民工
7月份的工资取走并占为己有。8月29日，徐
某去镇安县工商银行为工人支取7月份工
资，领取了所有工人的工资256965元。

据徐某交代，他把其中的15万元交给了
孙某，然后携剩余的钱去了南京。正当他要
乘船去大连时，被民警抓获。现徐某已被羁
押，将于近日移交陕西警方。

87岁老太做饭时

不慎“引火烧身”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孔雨童) 2日中
午，龙口市某村87岁高龄的林大娘在家中做
午饭时，不慎将燃着的木片掉在衣服上，整
个人被火焰包围。2日下午，林大娘被送往
烟台毓璜顶医院抢救，全身85%烧伤。

2日下午，记者赶到毓璜顶医院烧伤科
时，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病床上
的林大娘全身被烧的焦黑，医护人员正切开
气管进行抢救。“80多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烧
成这样啊。”林大娘的儿子李先生告诉记者。

2日中午，母亲在家做饭时，不慎将一块燃着
的木片掉到裤脚上，结果把全身的衣服都引
燃了。李先生说，他回家的时候，正好看到被
大火包围的母亲在地上打滚，赶忙掀开水缸
一瓢瓢的往母亲身上浇水。李先生说，因为
母亲腿脚不灵便，当时水缸就在眼前几米远
的地方，可是母亲根本过不去。

毓璜顶医院烧伤科的姜蕾大夫介绍，林
大娘年纪很大了，加上全身有85%的二、三
度烧伤，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老人存在
一定的吸入伤，情况很不乐观。”姜大夫说。

(文中林大娘、李先生为化名)

结账时多出一道菜

商家免餐费双倍赔偿

市民：这种行为很卑劣，需要寻找办法予以制止
“这简直太卑劣了！”市

民张先生听到有人还敢“偷

拿”祭品时，非常气愤。

张先生告诉记者，传统

风俗非常看重对亲人墓地

的祭扫，而祭品代表对逝者

的哀思和想念，希望逝者能

在另一个地方带上亲人的

祭品，能有更好的生活。祭

品有着其无法比拟的作用。

大多数市民表示，对

“偷拿”祭品的行为无法理

解，但很多市民也表示不会

对“偷拿”祭品深究，应该从

道德上进行谴责。

也有市民提出不同的

意见，家住海边小区的李女
士说，大量的祭品摆放在墓

碑前本就是一个非常浪费

的行为，其实大家心里都明

白，这些东西对逝者而言，

没有多少真正的意义，只是

大家在寻找一个心理安慰。

您有什么办法制止

这种“偷拿”祭品的行为

呢？欢迎致电本报热线：

15254518616说说您的

看法。

“偷拿”祭品者将祭品放回墓碑前。 本报记者 李婵娟 摄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来临，各式各样的祭祀用品也开始在街头走

俏。但祭祀者拜祭离开后有不少祭品不翼而飞，一些人竟打起了祭品的主
意。祭品被“偷拿”，到底该定什么“罪”？

本报4月4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陶咏梅 张京亮) 近日，莱州市消协接到了
一起因餐饮消费引起的纠纷。赵先生与朋友
在莱州市区一火锅店吃火锅，交款时账单显
示为273元，核对账单却发现凭空多出一道菜。

据了解，前几天赵先生请几个朋友吃火
锅，结账时商家账单显示为273元，但认真查看
账单后却发现多了一道木耳，价值20元。“我记
得确实没点过这道菜。”赵先生回忆，便要求火
锅店核对，经仔细核对，发现账单中确实多收
了这道菜款，赵先生实际消费金额为253元。

对此，赵先生很生气，认为火锅店欺诈消
费者，要求火锅店给予免单处理，但遭到店方
拒绝。赵先生遂投诉到莱州市消费者协会，经
过消协工作人员的调解，饭店为赵先生免去
了餐费，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
定，给予赵先生多收菜价金额双倍的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