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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无凭证 索款犯了难
本报即日起推出市场法律风险调查

哭喊着找妈妈

这是谁家姑娘？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
消息 (记者 韩纪功 通
讯员 王鹏)11 月 9 日晚，
一个疑似智障的女孩被送
进临沂市救助管理站。进站
后，该女孩一直哭喊着找妈
妈，但是由于其言语不清、
疯疯颠颠，救助站工作人员
一筹莫展。

11 月 9 日 19 点 10 分，
一个看上去十一二岁的女
孩在市区滨河大道科普广
场游走。女孩言语不清，只
是又蹦又跳又唱。发现这个
女孩后，有热心市民报警，
之后女孩被派出所民警送
到临沂市救助管理站。

进入管理站后，这个女
孩仍是一会跳舞一会笑，还
一个劲地哭着找妈妈。经过
询问，救助站工作人员发现
该女孩疑似有智力缺陷，口
音应属本地，但因其口齿不
清，提供不出有效信息。

据了解，这名女孩留着
短发，身高 1 米 55 左右，体
重约 40 公斤，身着棕色外
套、白色毛衣、浅蓝色牛仔
裤、白色运动鞋。知情者可
拨打电话 8354040 与临沂
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让女孩
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消
息 (记者 李强 )10 日上
午，市民孙先生反映，他入
住北城新区金润小区已经
好几年，还没吃上自来水，
用的一直是小区的自备井
水。

据孙先生反映，他在小
区里住了好几年，最近发现
自备井水水质很差，碱性很
大，烧水的壶内全是水垢。

“我担心长期喝这种水，会
对健康造成影响。大人还好
些，小孩子怎么办？”

孙先生还说，他听说北
城新区很多小区现在都是
用自备井，真正使用自来水
的很少。他想问问，这种事
情该如何解决，居民什么时
候才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根据孙先生反映的情
况，记者咨询了临沂实康水
务有限公司。据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还没有配备自来水
供水系统的小区，可以通过
物业公司或者居委会向水
务公司申请。

入住小区多年

自来水啥时通？

本报 10 月 10 日热线消息
(记者 郇恒吉)丈夫外出联系客
户，不料遇车祸身亡，平时生意没
有订立合同，家人索要货款犯了
难。为有效解决相关的商户法律
风险问题，即日起，本报联合山东
颐平律师事务所，推出市场法律
风险系列调查。

在市区一建材市场做生意的
张女士反映，她的丈夫外出联系
客户，不料遭遇车祸身亡。由于平

时生意都没有订立合同，相关事
情都是丈夫负责，张女士不了解
相关的经济业务往来数据，货款
欠条也没有，索要货款犯了难。

针对这一情况，山东颐平律
师事务所彭海律师建议，张女士
要加强取证，逐一与原客户对账，
并要求出具书面对账单或欠条，
必要时可以以视听资料的方式取
证备存。另外，彭律师还提醒，大
宗生意应完善法律手续，注意保

存，外出联系结算时，如没有持原
件的必要，可持复印件办理。

临沂是商城，商户众多，在日
常经营中很容易遇到法律风险，
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解决相

关的商户法律风险问题，即日起，
本报联合山东颐平律师事务所，
对市场法律风险作出系列调查，
并针对较典型的有关法律问题做
出点评，供广大商户和市民参考。

11 月 9 日，本报记者和律
师团成员来到位于市区琅琊王
路与育才路交会处的汽配城，
共 发 放 问 卷 1 0 0 份 ，回 收 6 8

份。经调查发现，较为典型的问
题有约 4 成商户大宗交易不订
立书面合同，电话沟通或见面
商谈后商户即发货，6 成商户
发货后不索要验收单或欠条，2

成商户或多或少遇到过法律纠
纷，1 成商户曾遇到诉讼或仲
裁官司等等。

本报律师团团长、山东颐
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彭海律师介
绍，临沂作为全国有名的市场
之都、物流之都，大多数市场商
户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相
当一部分商户大宗生意特别是

涉及外地的生意不订立合同，
收发货物后不签署书面验收单
和收条、欠条等，存在相当大的
法律隐患。

针对上述问题，彭海律师
建议，大宗交易应订立书面合
同，对货物标的、数量、质量、规
格、包装、运输、付款方式、违约
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防范纠

纷发生。涉及向外地发货的，还
应约定纠纷的管辖地法院。收
发 货 物 后 应 比 照 合 同 进 行 验
收，发货方应要求收货一方出
具验收单和收条或欠条，这样
可以尽可能地避免纠纷和诉讼
的发生，万一发生争议，也有据
可查。

记者 郇恒吉

汽配城调查：6 成商户发货不要欠条

两个村一边有水一边喊渴

共用一管道，差别这么大！
本报 11 月 10 日热线消息

(记者 孟凯 左肖)两个邻近的
村子共用一条供水管道，一个村
子的自来水量丰富，另一个村子
就限时供水，有时甚至一点水也
没有。

家住河东区相公街道高团村
村民诸葛先生向记者反映称，村
里三年前给安装了自来水管，水
管道安装好以后，供水量不仅少，
有时接连好几天村民没有水吃，
由于村里和邻近的村村孙旺村共
用一个水闸阀门，本村吃水非常
不方便。

记者来到了河东区相公街道
高团村，在村民袁先生家，水管通
道安装在厨房里，水龙头上覆盖
着一层厚厚的灰尘。

袁先生告诉记者，自来水管
3 年前就安装好了，开始使用几
次后，水量就很小，从去年起就
一点水也没有了，水龙头在厨房
里成了摆设，他正打算把水龙头
拆掉。

“没有自来水，家里还是靠
自备井抽水吃。当时为吃上自
来水，我们向村委交了 3 0 0 元
钱，紧挨着的孙旺村就能用上
水，我们村就没有水，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回事。”袁先生不解地
说。

记者又走进村民宋女士家。“我
们家的水也是断断续续，最近几天
一点水也不滴了。”宋女士称，住在
这片区域的村民，家里按时间供水，

早上供应 1 个多小时，中午、下午也
都给供一会儿，由于供水时间不长，
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宋女士告诉记者，村里和孙
旺村共用一条供水管道，孙旺村
的水就比较充沛，高团村离管道
最近的村民也用不上水。

记者又来到孙旺村，一位村
民张先生告诉记者：“村里安装了

水龙头以后，只要安装的都能用
上水，水量也够用的。”

俩村共用一条管道，为何有
这么大的差别？记者联系到高团
村村书记葛福松。他告诉记者，村
里的自来水管是他上任前安装
的，管道从孙旺村通过来，所以水
阀门安在孙旺村，村里的水费也
交给孙旺村。

记者又联系到孙旺村一位姓
韩的负责人。据他介绍，俩村供水
是经过村委会协商的，供水情况
不一样，主要是由于高团村村民
没有按照规定缴纳水费，才导致
没有及时供水。此外，供水管道是
从孙旺村转接到高团村的，供水
设备也安装在孙旺村，供水量上
就有客观优势。

村民葛女士家每天只能接到半小时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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