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口绿化带安家

靠热心市民接济
“清怡农贸市场这边有位流

浪老汉，都在路口绿化带上住了
一个多月了，现在还不回家，你
们来帮着想想办法吧！”近日，记
者接到热心市民来电。1 0 日上
午，记者赶到城区黄河八路渤海
七路路口。

在路口绿化带上记者看到，
几件被褥摞在草坪上，旁边还放
着几件破旧的衣服，附近的围栏

下还放着两双干净的鞋子，旁边
的绿化带也被破坏得乱七八糟。

“这些穿的用的都是好心人放在
这边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附
近居民都觉得这位流浪汉可怜，
经常会给他送吃的东西和钱。

“这个老汉挺可怜的，不过
说起来也非常可气。”几位居民
反映，这位流浪汉一般不收大家
送给的“粗饭”，喜欢要钱。“中秋
节的时候，大家看他可怜给他送
月饼，他挑好的吃，不好的就不
要或者扔了；给他送饭吃，饭菜
不好他也不吃。”一位居民说，

“大家给他的钱，他总是喜欢买
烟和饮料。”

记不清家庭住址

救助站找到线索
“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在外

面住总是不安全的，应该想办法
帮他找找家人或者找一个比较
稳妥的住所。”一位市民提议。记
者联系到滨州市救助管理站后，
两位工作人员随后赶到。

说起自己的详细信息，这位
流浪老人对自己的家庭住址和
家庭成员说不清楚，但明确表示
自己想回家。根据老人反复提起
的济南历下和阳信县洋湖乡八
里泊村的线索以及老人对八里
泊附近村子的熟悉情况，救助站
工作人员联系到了八里泊村的
书记。

阳信县洋湖乡八里泊村村
书记确定村子有一位这样的老
人，但名字不相符。最后无意中
通过老人在电话中的一句口头
语，村书记确定了老人就是村子
一个月前出走的一位王姓老人。

将老汉送到阳信

村书记接他回家
10日下午，滨州市救助管理站

工作人员驱车带老人赶往阳信县
民政局。老汉面向车后听了一路的
电台歌曲，看起来还很高兴。下午
三点左右，阳信县洋湖乡八里泊村
赵书记赶到阳信县民政局。

赵书记介绍，这位老人今年五
十多岁，早已没了父母，有一个哥
哥和弟弟，弟弟常年不在家，哥哥
有病不能随时照顾他，现在他在村
子全靠乡亲的帮助。前些年，老人
曾外出过很长时间，后来回家再也
没出去，一个多月前又再次出走
了。“平时在村子也饿不着，大家可
以帮忙照应，还有个住所。”赵书记
说。

民政局社会服务科工作人员
和赵书记一起将老人的衣物和被
褥放到了车上，将老人高高兴兴地
接走。上车前，老人和记者挥手再
见，还说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市民如在街头遇到流浪人员，
可以拨打滨州市救助管理站救助
电话3325627。

(请线索提供者曹先生到报社
领取线索费50元)

老伙计，可别再出来流浪了
老汉流浪月余，记者联系救助站送他回家
本报记者 于荣花 见习记者 牟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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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在
城区清怡农贸市场附近露宿
一个多月，附近居民有的给
他送来钱，有的送来月饼，还
有的送来鞋子和衣服。“这样
下去也不是办法，能不能帮
他找到家？”市民曹先生拨打
本报热线称。10月10日上午，
记者联系到滨州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通过耐心的询
问和市民提供的线索，终于
联 系 到 流 浪 老 汉 的 家 庭 住
址。10日上午，阳信县洋湖乡
八里泊村书记将这位流浪老
汉接回家。

流浪老汉坐上回家的车，高兴地跟记者再见。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

城城区区黄黄八八渤渤八八路路口口，，流流浪浪
老老汉汉的的““住住所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荣荣花花 摄摄

喝啤酒喝出异物

厂家赔偿490元

本报10月10日讯(记者 张
卫建 通讯员 赵璐 张娜)

博兴的郝先生跟朋友聚会时，喝
了不少啤酒，后出现腹痛、腹泻
等症状，经确诊为细菌性肠炎。
随后，郝先生在啤酒中发现部分
污物，他怀疑肠胃炎因此所致。
经调解，啤酒生产厂家赔偿郝先
生490元。

9月23日中午，博兴县的郝
先生去朋友家里吃饭，开车经过
该县湖滨镇某超市时，他顺便买
了一捆柳泉牌啤酒。朋友好久不
见十分高兴，不禁开怀畅饮，郝
先生不善白酒，便独自喝了约十
几瓶啤酒。

吃过饭没多久，郝先生便突
然感觉腹部疼痛难忍，一会便出
现了腹泻的症状。大家都在琢
磨，是不是吃的食物出现了问
题，但是其他在场的人都没事，
唯独郝先生自己喝的啤酒。朋友
顺手拿起一瓶啤酒一看，发现瓶
中剩下的啤酒里漂浮着几块不
规则的黑裼色东西，大小约有1

厘米左右。
大家马上将郝先生送到医

院治疗，经医生诊治，确诊为细
菌性肠炎，为食用不洁食品所
致。郝先生好转后找到博兴县消
费者协会。

消协的执法人员了解情况
后，马上联系了销售啤酒的超
市，并找到了啤酒生产厂家。经
过了解和查证郝先生带来的问
题啤酒，发现里面确实漂浮着许
多杂质。生产厂家当场表示对此
承担全部责任，并向郝先生当面
赔礼道歉，退还郝先生消费的啤
酒费，并赔偿郝先生医疗费、误
工费490元。

手持对讲机切莫刷频使用
无线电频段属国家资源，占用特定频段需到无线电管理部门备案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张
凯 见习记者 霍秋萍) 现在
许多小区物业、饭店、广告公司、
商场等都在普遍使用对讲机，部
分电子市场上也有各式各样的
对讲机在出售，有些市民甚至将
对讲机当成手机使用。记者了解
到，无线电属于国家资源，使用
部分频率则需到无线电管理部
门备案。

10日上午，记者来到滨州市
某高校，在校门卫处，记者看到
办公桌上放着一部对讲机。随
后，记者又走访了城区多家小
区，发现大部分小区传达室使用
对讲机也很普遍。

一小区保安人员李女士告
诉记者，她们公司2年前就在使

用对讲机，图的就是方便和免
费。物业管理人员马先生说，他
们也不明白对讲机怎么管理，使
用对讲完全就是因为比手机便
宜实惠，所以公司才给每个保安
组配备了2台对讲机。

黄河五路某饭店张师傅说：
“饭店给每个管理人员都配发了
对讲机，在工作中非常好用，省
的楼上楼下来回跑，也方便各个
部门之间的沟通，最主要的是不
用交话费。”

物业人员、酒店工作人员使
用的对讲机从哪来的？使用是否
合法？10日，记者在黄河四路一
数码科技市场发现，各式各样的
对讲机在此都有出售，价格从99
元到2000元不等，功率多为5瓦，

发 射 频 率 也 从 4 0 3 M H z 到
470MHz不等，使用距离最远的
可达十几公里。对于使用情况，
销售人员表示，买来直接用就
好，不需要备案。

“如何避免不受别人打扰？”
记者询问了一手持对讲设备销
售商。该销售商表示，尽管机器
标注固定频段，但他可以帮忙刷
新频率，最终找到合适的频段。
该销售商介绍，只要不嫌麻烦，
她可以帮记者调试到一个合适
的频率，但惠民县只能使用特定
频率。

随后，记者对该市场内的多
个对讲设备销售商暗访发现，销
售商们均表示可以刷新对讲机
的频段。一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只要在电脑安装驱动用数据线
把电脑和对讲机连接就可做到
刷频。

据了解，无线电属国家稀缺
资源，目前民用频段只是被限定
在一定频率和距离，并且严禁刷
频使用。

《山东省无线电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对申请使用对讲
机等小功率无线电发射设备，其
频率符合国家划分规定的，无线
电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办理电台
执照。不需要办理审批手续的微
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和
公众移动通信手机以及409兆赫
公众对讲机在使用中不得对其
他合法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
扰。

买东西开发票还要交税？
税务部门表示该行为属偷税漏税，市民可拨打12366投诉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
晓霜 ) 买完东西后要求开发
票，老板却要自己交税款。1 0
日，市民孙先生向本报反映，9
日他在一家科技市场买了一个
硬盘，要求开发票时老板竟要
他自己交税款。

孙先生告诉记者，1 0 月 9
日，他在滨城区一家科技市场
购买了一个移动硬盘，店老板
开价4 7 0元，经过讨价还价，最
终孙先生花 4 6 5元钱买下这个
硬盘。当他付完钱向店老板索

要发票时，店老板却只给出收
据，拒绝给发票。孙先生对此很
惊 讶 ：“ 我 既 然 在 你 这 里 买 东
西，为什么不能开发票呢？”

对此，店老板表示，开发票
也不是不可以，但要顾客交上
相应的税款才给开发票。孙先
生认为，购买产品索要发票是
消费者的权利，出售产品提供
发票是商户的责任，商户应无
偿向消费者提供发票才对。

店老板表示，一般顾客前
来购买产品，他给出的价格本

身就已经是最便宜的价格，如
果顾客坚持要开发票，必须要
自己另交税款。“我们卖的是最
低价，如果还开发票的话肯定
要亏本。”他表示，一般需要开
发票的都是可以报销的，既然
可以报销也就不在乎多交那部
分税款，而对于一般消费者来
说，自己买东西图的是实惠，不
开 发 票 的 话 可 以 在 价 格 上 优
惠，也让消费者省钱。

1 0日下午，记者咨询了滨
州市税务部门。税务部门表示，

消费者购买产品要发票是应有
的权利，商家在消费者购买相
应物品付款后是有义务出具正
式发票的，而收据只是买卖双
方的交付款凭证，不作为计税
的依据，也不能起到什么证明
作用。

商家不开发票涉嫌逃税，
对于消费者而言则不利于自己
维权。市民如果遇到此种情况，
可拨打纳税服务热线1 2 3 6 6进
行举报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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