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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病酒后发作

捅死亲弟弟

故意伤害被判刑四年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王中明
周小立) 男子李某是一

名先天性癫痫病人，依靠长
年服用药物控制病情，医生
嘱咐他不能饮酒。然而李某
却置之不理，饮酒后发病，
持刀将亲弟弟捅伤致死。

被告人李某与家人平
时以杀猪为生，日子过得也
算富裕。但被告人有先天性
癫痫，依靠服药控制，医生
曾经多次对其叮嘱不能饮
酒。2011年8月25日11时许，
被告人赶集归来时，因当日
生意不错心中高兴，便独自
喝了几盅，被妻子发现，与
其争吵起来，被告人李某心
烦，手拿刀子对其妻子进行
恐吓并进屋继续喝酒，其弟
见状前去制止，李某遂与弟
弟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
中，因饮酒发病，李某持刀
将弟弟胸部捅伤，致其心脏
破裂死亡。

到案后，李某如实供述
了伤害亲人的犯罪事实。法
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
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被告人李某明知他人报
案而在现场等候处理，应当
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李某
因“癫痫所致人格改变”，犯
罪时受不良心理因素影响，
其控制能力明显削弱。经鉴
定，李某具有限定刑事责任
能力，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强奸女同事未遂

一男子获刑两年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王中明
周小立) 被告人张某与

女子孙某系同事，张某多次
约孙某未果，竟然在孙某下
班后强行将其拉至男职工
楼原宿舍欲用暴力手段将
孙某强奸。日前，广饶法院
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
张某有期徒刑二年。

被告人张某与被害人
孙某在同一家工厂打工，张
某住在该厂的男职工宿舍，
孙某则住在相邻的女职工
宿舍。由于年轻职工较多，
工厂为了严格管理，定期对
男女职工宿舍进行调整。
2012年6月，工厂对男职工
宿舍进行调整后，张某多了
个心眼，他将原宿舍的钥匙
私自留下了一把，并经常自
己到原宿舍留宿。8月11日
晚9时许，张某多次联系被
害人孙某要与其“谈一谈”，
孙某以外出为借口推脱，当
晚22时许，当孙某回到厂区
后，张某将其强行拉至男职
工楼原宿舍，欲用暴力手段
将孙某强奸，在其实施犯罪
的过程中，由于被告人自身
的生理原因而未得逞。随
后，被害人孙某报案，张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张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
力手段欲与孙某发生性关
系，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因
系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
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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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升学的人情随礼，
又迎来一年中结婚旺季的金
九银十，人情消费再次成为人
群谈论的焦点。人情消费，即
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中的感
情投资。随着城乡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不断升
格，从随礼名目升级到金额增
加再到延伸到人群的各个年
龄阶段，在自古以来的礼仪之
邦，人情消费作为礼尚往来的
必要支出，已经蔓延成一种普
遍现象，而面对为了面子不得
不支出的消费却让人甜在表
面，痛在心里。

燥几十年间人情消费名目升级

生于40年代的吴阿姨告诉记
者，在她们那个年代，所谓的随礼
也就是婚丧嫁娶，再加上乡里乡
亲添个孩子，这也就齐了。当记者
问到吴阿姨的女儿窦女士时，却
惊人地发现，在这几十年间人情
消费的名目已经悄然从最初的结
婚及奔丧等大事升级到逢年过
节、婚丧嫁娶、添丁增岁、升学乔

迁、招工参军、评先选优、看病求
医等生活的各方面。

窦女士在一家大型超市上
班，每月约有2000元的收入。窦女
士说，这个年龄阶段正好赶上了
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双方老人
年龄越来越大，孩子还在上学，花
费本来就不小，如果赶上几个同
事的孩子结婚、生孩子、上学诸

事，一个月就得花去工资的一多
半。“自己家孩子考上大学时人家
都送来贺礼，轮到人家的孩子升
学就得翻倍送回去。不去吃饭至
少也得把礼随到，不然显得自己
不周到了。”窦女士疲惫又无奈地
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窦女
士这样“头疼”的市民不在少数。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齐女士苦笑
道，“很多离退休职工孩子结婚
时，也来挨个请，你不去吧，见了
面肯定难为情；你去了吧，也就平
时打个招呼那点情分。多数情况
下，人家只要请到你，不去就得罪
人，即使你去随礼了，也不见得关
系就能拉近。现在大家都这样，没
办法。”

燥金额渐增人情消费愈见沉重

吴阿姨对记者说：“现在基
本都是随钱，我们那时候谁家
结婚就去集市裁六尺花布，最
好的就是绸料的被面，这就算
是贺礼了；街坊邻居生孩子的
话条件好些的随10个鸡蛋，一般
的 就 是 一 斤 面 条 。”吴 阿 姨 介
绍，结婚随礼是那时候最大的
事了，那个年代东西比较紧缺，
随的礼一般也就是物。

4 0多岁的常女士是一家企
业的会计，说起“份子钱”她是
深有感慨。她记得当时结婚那
会单位和她要好的三个同事凑
了39块钱给她买了一条毛毯，别
人随的礼大部分是高压壶、石
英钟和床单等日常用品。“那时
候工资也就几十块钱，随10元钱
就算多的了。”而就在这个“十
一”期间，常女士参加同事孩子

的婚礼就有三次，随的礼也是
从 2 0 0元、6 0 0元到1 0 0 0元不等。
常女士说：“现在物价飞涨，前
几年还能随100，现在低于200根
本拿不出手，有时为了表示关
系的亲近份子钱会翻着倍地往
上涨。”

常女士的丈夫曹先生说，
今年儿子刚考上大学，亲戚朋
友都赶来庆祝，高兴之余又不

得不面对这些甜蜜的负担。曹
先生告诉记者，孩子上学一共
收到四万余元的礼钱，于是在
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地请
客吃饭，多则十几人，少则三五
人，除了昂贵的饭费外，剩下的
就一肚子酒精了。“收到的这些
钱一点也不敢动，将来还是要
翻倍还人情的。”曹先生苦笑着
说。

燥人情消费蔓延到各个年龄阶段

当记者到郑女士家里时，
她正在擦拭摆在桌子上各式各
样的糖盒。记者注意到，桌子上
的糖盒有七八个之多，且颜色、
形状各异，无一例外的是里面
还装满了糖。小郑称自己刚毕
业两年，今年正赶上同学、同事
结婚的高峰期，随着一张张“红
色罚单”的到来，家里的糖盒也
堆积成山。“糖盒看着都挺精
致，丢了吧怪可惜，留着又不知
该怎么利用。”小郑看着这一堆
的糖盒无奈地直摇头。

还在念大四的荆同学向记
者抱怨，自己最怕的就是得奖学

金。“每次得几百元的奖学金同
学都嚷着要庆祝一番，先是寝室
的室友，再到同班的，最后甚至
是学长等，一圈轮下来还要倒贴
几百，奖学金就这么被吃吃喝喝
掉了。”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大
学的散伙饭从三四月份就开始
轮流吃，先是被人请，后又请别
人，可是为了顾及面子、加深友
谊以及谋求发展等原因，学生们
也只能咬牙硬挺了。

有家长向记者反映，人情
消费不仅是成年人的负担，也
逐渐蔓延到十几岁的孩子。今
年刚上初一的小刘轻松地对记

者说，在毕业后的暑假，她们班
曾每人凑50元一起聚餐。小刘
表示，这样的聚餐在最近两年
几乎每个假期都有。小刘还告
诉记者，前两天班里同学过生
日，她给充了20元的点卡。“现
在送礼物的很少了，基本都充
点卡，既能玩游戏又能加速QQ

升级，很受同学欢迎，那个同学
账号里差不多有200元，两年都
不用充了。”小刘的妈妈李女士
表示，对于孩子的“人情债”她
也表示很忧虑，不给孩子怕会
影响孩子的面子，给了孩子又
担心这种情况会继续恶化。

人情消费
我们该如何对待

“人情”在人们心目中
已经根深蒂固，注重礼尚往
来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更
是一种沟通人际关系的重

要方式。在记者采访的过程
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无奈的
叹息声，但面对由来已久的
观 念 ，无 奈 却 又 不 得 不 为

之。但最重要的是表达感情
应该更注重“情”，多点人情
味，而不能被金钱绑架从而
演变成一种“债”。

14日晚，在东城某写字楼办公室内，
收到的喜糖盒成了一大摞。形形色色的喜
糖盒背后是一次次的份子钱，越来越重的
份子钱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较大的经济
负担。

上班刚 3

年 的 甜 甜 记
录 的 随 礼 明
细账，记录着
她 这 三 年 来
的 大 部 分 随
礼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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