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用10次的“模板”缩水了9次
法院一审判建材销售商赔偿客户18万余元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杨超 ) 本来能重复使

用10次的建筑模板，在使
用了一次之后就出现开
胶、变形而无法使用。面
对问题，经销商和生产商
之间玩起了踢起了“皮
球”。看着自己花了18万
余元购买的建筑模板成
为一堆“废板子”，许某将
模板经销商和生产商一
同起诉。13日，记者从兖
州法院了解，法院一审判
决经销商先行赔偿许某
货款及运费18万余元。

2011年4月1日，在兖
州一工地干活的许某与
菏泽的一家建材销售商
林某签订《建筑模板购销
合同》。约定许某购买林
某供应的建筑模板，如有
产品质量问题，供方应给
予退货或者调货。收货
后，许某将货款18 . 46万
元及运费2700元支付于
林某。模板运来后，许某
将这批模板用于建筑施
工，不久即发现模板发生
开胶、涨裂、变形的现象，
既达不到施工要求，也完
全达不到使用10次的承
诺。

许某随即找到林某
质问质量问题，“这批模
板是聊城市一家乡镇木
业公司生产的，质量问题
得找他们解决。”面对许
某的质问，林某给出了如
此答复，并拿出与该公司
签的合同。在合同中，许

某看到厂家承诺重复使
用次数在10次以上。

许某随即到聊城找
到这家木业公司，不料
该木业公司不承认这些
模板是他们所生产，并
辩称公司也没有直接销
售给许某，得找销售商
林某解决，销售商和生
产 商 之 间 推 起 了“ 太
极”。许某无奈，一纸诉
状将销售商林某和聊城
木 业 公 司 一 并 告 上 法
庭，要求赔偿货款、运费
及 延 误 施 工 等 其 他 损
失。随后，三方委托山东
省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
心 对 模 板 质 量 作 出 鉴
定，检验结果为，模板胶
合强度和木材破坏率按
零判定，质量不合格。

法院一审认为，因
买卖合同中产品质量不
符合合同要求所引发的
纠纷，依据合同法规定，
可以选择请求对方承担
修理、更换、重做、退货
等责任，以及减少价款
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因为许某、林某、木业公
司之间发生的买卖合同
系连环买卖合同关系。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许某可先向合同的相对
方即销售商林某索取赔
偿。然后林某再对其遭
受到的损失向木业公司
索取赔偿。法院一审判
决，经销商林某先行赔
偿许某货款及运费18万
余元。

曲阜法院一月

执结案件576件

本报济宁3月13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孔德法 于冰) 曲
阜法院从正月初十开始，开始了为
期20天的集中执行“正月行动”(本报
曾2月21日报道)，3月11日行动结束。
记者了解到，本次正月行动把涉及
拖欠农民工、困难群体工资等案件
列为重点，执结案件576件，向当事人
过付现金360余万，达到了预定目标。

“欠我们7年的钱要回来了，快
来我家领工资吧！”3月9日，已买好
火车票准备赴青岛打工的陈某从
法官手中接过2 . 4万元工资款后，
激动不已，一边打电话让老婆退掉
车票，一边向跟随其干活的11名农
民工一一打电话报喜。这是曲阜法
院正月集中执行活动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这次“正月行动”执行
案件涵盖了2005年以来的所有未结
案件，并将涉及农民工工资、建筑工
程款、困难群体等七类案件列为重
点攻克对象。此次正月集中执行活
动实际执结案件576件，执行和解84

件，终结本次执行案件134件，其中彻
底化解涉执信访案件15件，约谈当
事人2100余人次，拘传70余人次，司
法拘留18人，向当事人过付现金360

余万元，其中向94名农民工当场发
放工资款100余万元。

曲阜法院院长孟伟告诉记者，
“我们决定今后每年的正月和中秋
节，都会开展“双节”集中执行活
动，逐步建立起集中执行常态化的
长效机制，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得到最及时、最大限度的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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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案的审理法官，兖州法院
长安法庭副庭长田新表示，面对建材
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建筑、装修材料，
消费者首先要从自身做起，一般要去
大型建材市场进行购买，而且购买时
也以品牌商家为首选，购买后一定要
记得索要售后单之类的维权单据，以
备不时之需。

对于不熟悉建材专业知识的普通

市民来说，建议要到具备先行赔付服务
的建材城或销售商处购买，遇到问题便
于尽快得到解决；选购建材时首先要看
产品标注的等级，在购买中除了看检验
报告、留好发票外，还可以在样品中锯
一小块作为证据留下来，并让双方签字
认可。如果真的遇到质量问题，则找到
购买材料的建材城或经销商时，更有利
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格法官说法

购买建材要看先行赔付服务

使用在工地上的建筑模板(红色的覆盖物)。(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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