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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上两人惨死货车轮下
事发开发区一十字路口，电动车都被轧碎了

本报热线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王尚磊 实习生 靖心岩 通讯员 张
春慧) 16 日下午，在经济开发区聊牛路
和新东环十字路口，一辆大货车撞向一
辆电动车，致使电动车上的大人和小孩
子惨死在货车的车轮下。

16 日下午 4 时，记者在聊牛路和新
东环的十字路口看到，这个路口没有红
绿灯，地面上有很多塑料片、碎玻璃以及
电动车的车把手。在一些尘土的掩盖下
有很多血迹，紧挨着事故现场的是水果
摊、小吃摊。这些摊主的老板都目睹了事
故发生时的一幕。

“人都不行了，电动车被轧坏了。”一
名水果摊的老板说，下午不到 3 点，一辆
大货车在这个十字路口向西行驶，骑电
动车一名女子带着一名小孩正好经过这
个路口，大货车好像没注意到电动车，一
下撞倒电动车，紧接着大货车车轮轧上
电动车，电动车上的两个人也被车轮轧
了过去。

一位修鞋的老人说，事故发生后，他
在现场看到，骑电动车的女子倒在地上，
头部模糊不清，在这名女子的身旁还有
一名小孩躺在地面上。

“头部被车轮轧伤，没救了，还有可
怜的孩子。”多名目击事故的市民介绍，
事故发生后，交警把大货车开走，并把现
场被轧碎的电动车清走。

事故发生时聊城市 120 急救中心接
到多名路人的报警电话，急诊医生赶到
现场，发现女子的头部受创伤非常严重，
脑浆流了出来，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被
撞的那名小孩伤情也很严重，没有被抢
救过来。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
(记者 焦守广 邵玉龙)
15 日 11 时 15 分，东阿消
防铜城中队接到报警称，
105 国道电厂东边发生一
起恶性交通事故，报警人称
有 4 人被困车内，接到报警
后，中队迅速出动两辆消防
车 12 名消防官兵。

到达现场后消防官兵
发现，一辆银色面包车停在
路中央，前面还停着一辆道
路清障车。面包车左前方驾
驶室位置严重变形，驾驶员
被困驾驶室内，双腿挤于变
形的方向盘下。车内还有两
名妇女，其中一名妇女仰坐
在后车座上，头部、胸部伤
势严重。驾驶室后方另一名

妇女下颚轻伤，怀中还抱着
一名婴儿。

消防官兵先将中年妇
女送上救护车，再将第二名
妇女及婴儿抬至 120 急救
车，迅速送往医院救治。并
对面包车驾驶室进行破拆，
利用液压扩张器将门扩
开，增大救援空间。战斗员
进入车内，把驾驶座椅放
倒，使伤者减轻疼痛，以最
快速度将伤者送上一私家
车，迅速拉往医院。

据参救消防官兵介
绍，当时道路清障车正在
道路中央作业，面包车由
于速度过快，在左拐弯时
不小心与清障车发生了追
尾。

面包车追尾道路清障车
车上多人受伤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
息(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王华) 除草剂不仅除掉
了杂草，连玉米也都枯萎
了。15 日，莘县消费者协会
成功调解一起除草剂消费
纠纷，为 3 位农民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 1900 元。

今年 6 月，莘县燕店
镇 3 位农户从该镇某农资
门市部购买了 4 瓶某品牌
除草剂，按照产品说明书
在 3 . 8 亩玉米田中使用。
几天后，三位农户发现玉
米田里的杂草除掉了，但
玉米也都发黄、枯萎了，整
块地面临绝产。三位农户
多次与经销商交涉无果，8
月 10 日，他们无奈向莘县

消费者协会投诉。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

费者协会立即进行了调
查。经调查，该除草剂已取
得农药登记许可证。但该
除草剂在销售环节，有一
个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
得用在玉米田。该门市部
不知道这个规则，农户购
买时，就推荐了该产品，并
要求农户按产品说明进行
操作。农户使用后，就出现
了叶子逐步变黄、干枯现
象。事实面前，消协工作人
员进行了调解，终于在互
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一致
意见：由经销商按照每亩
地 5 0 0 元的标准进行赔
偿，此后双方互不追究。

除草剂把玉米也除了
仨农户获赔 1900 元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
(记者 焦守广 实习生
靖心岩) 花 360 元为电动
车更换电瓶后，骑了还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电瓶车续航
里程就由 20 多公里缩至 5
公里。为此，开发区韩集乡
前姜村的姜先生多次找商
家协商，但至今一年了，商
家均未给予退换。

姜先生说，出现问题
后，他就到卖电瓶的那里，
要求更换新的，但没曾想，
对方愣是不给换，否认了当
初的包换承诺。“后来我找
了他多次，但都没有解决问
题，怀疑他的电瓶有问题。”

姜先生说，今年 5 月
19 日，他曾找到开发区工
商局投诉，工商所工作人员
也过去了，经过协商，商家

愿意出 200 块钱作为赔偿，
但拒不为其更换新的。“200
块也太少了，我当初可是花
了 360 块，对此我没接受，
要求换新电瓶。”

开发区工商分局消保
科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他们
接到姜先生投诉后，立刻联
系了韩集乡工商所，派人
过去查看。经过协调，商家
已为其换了新电瓶，但后
来不知什么原因，姜先生
依然不满意，并且双方出
现冲突。

对于工商局工作人员
的说法，姜先生表示，自己
在村里的电瓶车维修店就
换过一次电瓶，工商局工
作人员的确去协调过，但
商家只愿出 200 元，并没
有给他更换新电瓶。

买到“短命”电车电瓶
商家迟迟不给换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任洪忠 实习生 李军) 16 日，家
住城区鲁化路公路局二处家属院的
卢先生反映，小区一住户养了二三十
只猫，弄得小区异味很大，楼上的居
民不敢开窗，晚上的猫叫声也很扰
民。居民多次找养猫户反映没有结
果，希望物业能协调解决。

16 日下午，记者来到公路局二
处家属院，一进家属院就能闻到一股
异味。居民反映的养猫户家门紧闭，
门斜对面楼下有一堆猫粮，从楼上往
下看，一楼的院子已经被铁丝网罩
住，记者透过铁网看到八九只猫。

该小区一楼都有一个带平房的
小院，养猫住户的平房就成了专门的

“猫房”，里面有不少只猫。在院子里，
可以看到六七个空的猫粮编织袋，有
四五只猫在走动，窗子上、棚顶上也
有猫。猫都比较大。

“现在楼上住户都不敢开窗子，
一开窗子就一股骚味，特别熏人。”住
户张先生说，猫的排泄物本来味就难
闻，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味更大，夏
天一直很难熬，“有的住户直接搬到
别处去住，一听说猫这么多，租房子
的都不租”。“尤其到晚上，猫叫声很
吓人，孩子老人很难入睡。”住户卢先

生说，养猫都一年多了，少说也有二
三十只，并且猫的数量越来越多。“小
区住户曾多次找养猫户反映问题，但
是养猫户一直不听劝，她说收养的都
是流浪猫。”

16 日下午，记者试图找到猫的主
人，但养猫住户的门一直闭着，家里没
有人。居民张先生说，养猫主人不在小
区里居住，只是间断性的来喂猫。

公路局二处家属院物业工作人
员表示，已经多次劝养猫主人把猫搬
出去，刚开始猫主人说不让养流浪猫
没爱心，后来说搬但是一直没行动，
他们也很无奈。

小区有人养了二三十只猫

叫声大味难闻，邻居很有意见

透过院子上罩的铁丝网，能看到里面养着不少猫。 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电动车被大货车轧碎。图为事故现场遗留的电动车把手。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一是户籍管理“动态
化”。建立纳税分户清册，健
全户籍档案，对无证经营业
户、注销登记业户、变更登
记业户、停歇业户、已认定
的非正常户进行严格检查，
夯实户籍征管基础。二是户
籍信息“共享化”。加强部门
间沟通协调，形成户籍管理
合力。积极与工商、国税部
门配合协作，定期交换信
息，定期核对办理营业执照
和税务登记情况，强化户籍
监控管理。三是催报催缴

“制度化”。利用上门通知、

电话通知、网上告知等方式
进行纳税申报提醒，督促纳
税人及时申报纳税。四是税
源分析“预测化”。对“临界
点”状态的工商业户进行跟
踪监控，对于税源情况发生
变化的，结合实际情况，随
时进行合法、合理的调整。
五是目标考核“透明化”。按
月对各管理单位的申报率、
入库率和增收率进行考核，
并通过网站和宣传栏将考
核结果予以公示，确保工作
公开透明。

(宋少春 赵伟)

临清市地方税务局“五化”强化个体税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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