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31日讯(见习记者 王
帅) 近日，市民刘灿向记者反映，由
于工作地点变化更换了手机号，原手
机号码注销时还要特意跑一趟东北，
否则会影响信用，造成极大的不便。

刘灿说，从辽宁一家企业辞职后
他返回了章丘老家，之前在沈阳办理
的移动全球通业务，回来后便想着改
成本地号码，可在注销时却被告知，
要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到号码归属地
办理销户。

“现在根本没时间去辽宁，况且，
为了注销一个手机号，跑那么远，太
不划算了。”刘灿抱怨道。记者了解
到，联通实名制后付费的用户不使用
原卡后如果没进行销户，会每月扣取
月租费，等欠费停机时每天还要收取
千分之三的滞纳金，欠费积累到一定
额度后会有催缴信和电话。

记者登录移动、联通的网上营业
厅，试图通过网络来办理销号。但两
家运营商的网营服务中只有停机保
号可以办理，还需要用户每月支付5

元的停机保号费，号码注销则依旧只
能通过归属地营业厅办理。

移动、联通客服均表示，目前手
机号码注销只能回号码归属地营业
厅办理，如果本人无法办理，可以委
托他人代为办理，但需要带齐委托人
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不办
理销号而导致号码欠费后停机，移
动、联通将分别在60天、90天后自动
将号码转为空号，号码持有人则被拉
入归属地营业厅的黑名单，产生不良
记录，对日后再次办理同一归属地的
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手机异地销号

有点难

3311张张吃吃饭饭白白条条，，1177年年未未还还清清
村委会已换届，现任领导表示账目未交接

李道举出示的部分白条。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1996年，黄河镇西李村
村民李道举在村里开了一
家小饭店。饭店的生意不
错，除了一些散客，还有固
定客源——— 村委会一干人。
1997年，村委会成员因公招
待共打了31张欠条，赊了
2200元酒菜钱，17年过去
了，至今讨债未果。对于不
还账的原因，李道举说，这
么多年村委会早已换届，当
年用餐签的单，后任领导不
承认或干脆说没钱。

2200元的欠款

17年未讨回

3月30日，记者来到李道
举家，李道举拿起厚厚的一
沓白条，一脸愁容。最早的一
张白条日期显示为1 9 9 7年6
月，那时李道举的小餐馆刚
开张不到一年。“每次村里开
会 、检 查 等 ，都 在 我 店 里 吃
饭。”李道举说，当时吃饭80%
都是打欠条。十多年来，费用
共计5 0 0 0多元，但至今还有
近2200元没有兑现，年年要，
总是不给，实在没办法了，才
借助媒体帮忙解决。

记者看到，31张白条大多

数都是1997年打的，每张白条
上都有村委会成员的签字。“从
1998年开始，为了保险起见，村
委来人吃饭，都让他们盖公
章。”

现任书记称

收支账目未交接

对于2 2 0 0元的白条，该
村现任书记李守宽说，2 2 0 0
元的白条是上届村委打的，
自己上任后没有交接上届的
收支账目，所以这个钱不应
找自己。据了解，从2002年至
今李守宽一直为该村书记。

为 了 讨 债 ，腊 月 二 十
八，李道举想到的最后办法

是公账私还，把签字的白条
都拿出来，统一整理，谁签字
谁来还。由于李守宽也是上
一届的会计，所以 3 1张白条
上几乎每张都有他的名字，
可 结 果 不 欢 而 散 。“ 我 上 任
后，李道举不缴纳农业税、水
费，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都
是自掏腰包，所以要是平均
分，李道举应该先还清我给
他垫的千余元农业税和水费
等。”李守宽一边说一边让记
者看村里的账目，在密密麻
麻的账目里，记者看到李道
举 2 0 0 2 年 到 2 0 0 3 年 欠 款
1031元，2004年到2007年欠
水费5 7 1元。对于这项欠款，
李道举感觉很委屈，“我已经
缴了”。

镇政府表示

核实后给予答复

“都是为了公事赊的账，所
以这些钱应该由村委还，当时
由于村里没钱所以只还了一部
分，现任村委若有钱，就应该还
人家。”上任书记李道军说，现
任书记李守宽当时还担任会计
一职，所以对村内账目很清楚，
没有交接不交接这一说，如今
村里卖树有钱了，就应该还清。

就此事记者联系了黄河镇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针对反映
的情况会及时核实，将尽快给
予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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