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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开发区站亭建材经营部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71729600078040)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

★菏泽开发区站亭建材经营部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71729600078040)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菏泽市邮政局隶属山东省邮政
公司，住菏中央国有企业，所辖 8县 1

区邮政局和 8个专业局。作为中央大
型国有通信企业，菏泽邮政肩负着通
政、通民、通商的重要任务，始终关注
民生，服务社会，不断完善邮政基础
服务设施。菏泽市邮政局依法经营邮
政专营业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
营的各项业务主要指标均在全省首

位。
现因业务发展需要，根据省公司统

一要求，现面向社会招聘统招全日制本
科以上学生，具体招聘条件请登入http:
//www.sd11185 .com/网站，报名网址为：
chinapost2013 .zhaopin.com，报名截止日
期为12月16日。

菏泽邮政期待广大优秀学子的加
入，共同为菏泽邮政事业贡献力量！

菏泽市邮政局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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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名字错了没改，惹来大麻烦
┮曹县一男子办理工资折、身份证时，名字被写错没及时改，导致目前无法领工资

┮信息精确化社会，容不得一点差池；若无视错误信息，将给生活带来很多苦恼
本报记者 梁斌

格三棵小树引来一场官司

妨碍邻居出行起纠纷

法院强制执行排矛盾

本报菏泽11月22日讯(记
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吴延
民 ) 牡丹区沙土镇某村村
民柳某、文某两家相邻，文某
家3棵杨树妨碍柳某家出行，
一个不愿赔偿，一个不愿砍
伐，终致双方矛盾恶化，多方
调解无果。21日，牡丹区法院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顺利执
结柳某与文某排除妨害纠纷
一案。

原来，牡丹区沙土镇某
村村民文某几年前在自家房
屋外栽种了几棵杨树。当时，
他家宅子前还是空地，栽树
处也是空地。直到今年春天，
文某宅子前的空地划分为6

块，分给6户村民做宅基地，
柳某分得其中一块，而这块
地正好与文某家宅子挨着。

分得宅基地后，柳某很
快盖了一个院。而文某栽植
的一棵杨树位于柳某所要建
大门的前方，两棵在通往其
家的道路中心，妨碍其出行。
于是，柳某要求文某将3棵杨
树砍伐，却拒绝赔偿文某损
失。而文某以自家栽杨树在
前，柳某建宅院在后，拒绝砍
伐杨树。一来二去，两家矛盾
越闹越僵，村委、司法所、法
院多次协调未果。

无奈之下，柳某将文某
诉至法院。今年6月份，牡丹

区法院受理柳某与文某排除
妨害纠纷一案，并于今年7月
份审理终结该案。法院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妨害
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
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
者消除危险。第八十四条规
定，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当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
确处理相邻关系。文某的3棵
树栽种于该村大街上，影响
柳某正常使用该宅基地的用
益物权和正常使用街道通行
的相邻权，且文某不能证明
其对栽种树木的土地享有用
益物权，故法院支持柳某的
诉讼请求。

然而，判决生效后，文某
仍有抵触情绪，拒绝将杨树
砍伐。承办法官一方面耐心
与文某进行沟通，尽力化解
其抵触情绪；同时安抚柳某，
告知其法院会尽最大努力尽
快解决他的困难。

21日，在执行监督员、人
民陪审员等人员见证下，在
承办法官和砍树工人的共同
努力下，3棵杨树终于被顺利
砍伐。“亲戚里道的事，没想
到你们法院也那么上心，问
题能解决，多亏了你们。”柳
某握着法官的手说。

他叫王珺，两年前在镇金融机构办理工资折时，名字被写成“王捃(jun)”。一年前
在派出所办身份证时，名字又被写成“王君”。因金融机构系统升级，已奔走四个月
仍无法领到工资的他欲哭无泪，在埋怨别人打错名字给他添麻烦的同时，责怪自己
发现时就该更改过来，不能因怕小麻烦，惹来一堆大麻烦。

名字屡被写错没及时改

39岁的王珺在曹县邵庄镇鲁
庄村小学任教。他的烦恼从今年8

月开始。当时，学校通知，因金融机
构系统升级，名字和工资折户名不
一致的将无法取钱。王珺紧张起
来，两年前，他的工资折户名被错
打成“王捃”。

王珺说，在金融机构办完工资
折后，看到名字被打错，但想着“能
取钱就行”，就没有向金融机构工
作人员提出更改。此后，他一直用
这张工资折取钱。

今年8月，当王珺急忙到办理工
资折的金融机构更改名字时，被对方

要求验看身份证。这时，王珺傻了眼，
因为一年前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
时，名字又被错打成“王君”。

王珺说，身份证被特快专递送
到学校时，他发现名字又被打错。
当时，“想着重办身份证忒麻烦。”
就放弃改名字打算。

一个错字牵来一堆烦恼

金融机构建议王珺找派出所。
经派出所认定，王珺的情况不是简
单的改错字，而是更改姓名，需要
手续齐全。王珺只好凑齐教委证
明、片警签字、教育局档案室证明
信、老户口本等手续。

“前后花了20多天，跑了不下
上百趟。”王珺说，原本想着拿到
改过名字的身份证再找信用社就
能马上取钱，没想到又碰壁。金融
机构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只是
代发单位，要想把系统中错的名

字改过来，要找县财政局更正，否
则工资以后还会打到“王捃”折
上。

王珺又赶到财政局，财政局工
作人员告诉他，这种事得教育局档
案室出具证明。

从 8月至今，王珺天天为名
字的事犯愁。他在学校教语文，
还担着自然和品德课程，一天得
上六节课。可四个月来，他却为
了名字经常在学校、金融机构、
派出所、财政局和教育局之间奔

走，“每次请假都被校长训。”
王珺在抱怨打错字的工作

人员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本
来不想添麻烦，没想到还是因为
偷懒带来一大堆麻烦。”

“现在的社会是信息精确化

社会，涉及到身份信息的，千万
不能疏忽大意，否则将来会很麻
烦。”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综合
部主任吕善琦听说王珺的遭遇
后如此说。

小麻烦不改拖成大麻烦

起因

无奈

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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