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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热线

货货厢厢里里焊焊座座椅椅，，挤挤下下 2244 人人
日照开发区交警大队查获一私自改装小货车

本报 3 月 18 日讯 (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庞尊玺) 黄墩镇的
李老汉由于 20 年没回过村，导致
户口丢失。近日，岚山公安分局为
其恢复了户口。

今年年初，岚山区黄墩镇后崖
村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

“不速之客”是 30 年前因盗窃而入
狱的李老汉。

李老汉 1988 年因盗窃本村村
民的牲畜入狱，服刑 6 年。内心愧
疚的李老汉出狱后感觉没有脸面
回村，于是直接去了东北，随后在
东北看林场，做装卸工，20 年里再
也没干过与盗窃有关的勾当。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李老汉的思乡之情
也与日俱增，于是准备回家乡。

今年年初，李老汉收拾行李回
到了日照老家，由于 20 年没回村
了，村里人都以为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户口被注销了。民警在走访时
了解到，20 年来他在东北深山老
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次从东
北回老家，本来可以坐火车，因为
没有身份证，他无奈选择其他交通
工具，历时半个月才回到了老家。

由于李老汉出狱后没有回村，
出狱手续也早已经找不到了，于是
民警联系分局户政科为其补办了
手续，给李老汉恢复了户口。拿到
户口本的李老汉老泪纵横，“户口
本拿到手了，就算黄墩人了。”

多年未归丢户口

民警帮其落户

本报记者 徐艳 通讯员 刘汶杰

明明是货车！却做着“客车”的生意，车厢本是运载货物的货厢，却经过非法改装后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客厢””，
堂而皇之的“载”起了乘客！3 月 16 日，开发区交警就查获了这样一辆非法改装货车。

本报 3 月 18 日讯 (记者 杜
光鹏 通讯员 王丽英 田昊)
16 日，昭阳路派出所民警在辖区
内巡逻时，抓获了一名在逃犯罪嫌
疑人。

16 日下午 5 点左右，昭阳路
派出所民警巡查至正阳路与迎宾
路路口，发现一可疑人员，遂上前
盘查。“当时他正在和出租车公司
人员谈业务，我们发现他不是本地
人，在与业务人员交谈时他一直东
张西望的，形迹十分可疑，就上前
询问，发现此人是在逃嫌疑犯宋
某，于是立即将其抓获。”办案民警
说。

据悉，宋某是青岛人，2013 年
期间，容留他人吸毒多次，并以租
房等借口诈骗多次，被青岛市公安
局黄岛分局通缉。

据警方介绍，宋某犯罪前科较
多，涉嫌诈骗案多起，2007 年因犯
盗窃罪，被原胶南市法院判一缓
二；2008 年，因犯盗窃罪，被原胶
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监狱服刑三年；2011 年因殴打
他人被原胶南市公安局行政拘留
十五日。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宋某，刚
来日照三天，目前犯罪嫌疑人宋某
已被移交给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
局。

民警街上巡逻

抓获在逃嫌犯

视频监控发现蹊跷

货车车厢一天两个样

日照开发区交警大队监控
中心的民警在对辖区内日常道
路卡口数据照片进行整理研判
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车牌号为鲁
L**602 的厢式货车后边喷涂的
放大号竟是鲁 L**755，与本车
牌号不符，民警立即通过车管
系统查询发现该车系过户车
辆，原车牌号为鲁 L**755 但车
主在过户后并未及时将放大号
更改。

随后细心的民警在比对当
日该车卡口照片后发现，该车上
午经过卡口时车厢顶部为完整
的平面，下午返回时车厢顶部出
现了一大一小两个空洞，并进行
了精心的覆盖。为了弄清该车到
底在一天内发生何种变化，是否
是进行了非法改装？开发区交警
大队立即组织民警在该车可能
经过的路段进行查缉布控。

民警布控发现

车厢内原来藏玄机

3 月 16 日下午 5 点多，在
大连路巡逻的一组民警发现了

这辆车牌号为鲁 L**602 的厢
式货车，执勤民警立即驱车上
前，通过喊话器引导其靠边停
车，该车停车熄火后，民警首先
检查了该驾驶员的驾驶证、行
驶证，确认无误后民警便向驾
驶员询问车厢所载何物。

听到民警的询问，驾驶员
神情慌张地说是“拉着干活的
人。”于是执勤民警要求驾驶员
将车厢门打开进行检查。

打开车厢门的一刹那，现
场的民警着实吓了一跳！几十
个工人携带着工具挤在车厢
内，让本身狭窄的车厢显得更
加拥挤！民警赶忙让车内的“乘
客”们下车，并对车厢进行了仔
细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客厢”
内非法焊制了三排“座椅”并且
为舒适还用泡沫板充当临时坐
垫，之前民警通过卡口照片发
现车厢顶部的两处开口分别作
为“通风”跟“采光”口。

货车厢成了“大客车”

满满的挤了 24 人

经过民警核对，“车厢”内
的“乘客”人数达到了 24 人！按
照国家对于客车分类的标准，
荷载 19 人以上的客车为大型客

车！这辆经过非法改装的小货
车俨然已成为一辆大型客车！
而该车驾驶员的驾驶资格竟是
去年 12 月份刚刚取得，目前尚
在实习期内。

据该车驾驶员介绍，车上
所载的 24 人都是去日照城区一
工地干活的农民工。“24 人如果
用面包车拉的话得需要差不多
3 辆，但是用这个小货车的话一
辆就够了。”

随后，民警让驾驶员联系
车主，找来专用客车将车内所
载务工人员进行转运，并对该
车进行扣留。目前该案正在进
一步调查处理过程中。

民警提醒市民，该案件中的
厢式货车经过非法改装后用于
运输“乘客”安全隐患非常大，车
内并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等防
护装置，也没用乘用客车应有的
安全出口，况且车厢门还被从外
部锁住，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车
内人员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下一
步民警会加大对该类车辆的检
查力度并提醒广大驾乘人员不
要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也不要
贪图方便乘坐有安全隐患的改
装车辆，如发现非法改装车辆可
以及时拨打 110 或是开发区交
警大队值班电话 0633-3662268 进
行举报。

买买房房必必买买储储藏藏室室否否则则不不给给钥钥匙匙
五莲县消费者遭遇强制消费，工商人员称是霸王条款

本报 3 月 18 日讯(记者
许妍 通讯员 郑青 王颖 )

2012 年，五莲县的邢先生与
陈先生一人买了一套房子，然
而在交房时却被告知，要签订
附加合同购买储藏室才能拿
到钥匙。无奈两人到 12315 申
诉举报中心投诉，目前二人与
售楼处已达成和解。

邢先生与陈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从五莲县某售楼
中心购买了两套住宅，在签订
合同时，他们与售楼处协商，
因为资金不够希望只买楼不

买储藏室，当时售楼中心给出
了爽快的答复是可以的。得到
这样的答复后，邢先生与陈先
生就放心地签了合同，但是，
当时合同中并没有标明不买
储藏室的条款。

住宅楼于 2013 年 12 月份
建设完毕，交房时，出现了问
题。售楼中心要求两位消费者
签订附加合同，购买与住宅配
套的两间储藏室，否则就拒绝
交钥匙。两位消费者十分气
愤，认为这纯粹是强制消费的
行为，售楼中心有欺瞒顾客的
行为，拒不同意。在双方多次
协商无果下，邢先生、陈先生
于 2014 年的 2 月 20 日来到了
12315 申诉举报中心投诉，希望

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难题。
接到投诉以后，五莲县工

商局 12315 工作人员立即与售
楼中心取得了联系，经调查了
解，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
但该负责人声称，买房必须买
储藏室，是所有售楼处不成文
的规定，不可能分开销售。

随后工作人员向双方宣
读并详细解释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
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
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
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
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
受 或 者 不 接 受 任 何 一 项 服

务。”及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
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
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
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不得强制交易”的法律法
规。

经工商部门的调解，售楼
处于 3 月 10 日决定将储藏室
优惠 2000 元销售给消费者，邢
先生与陈先生表示愿意接受。

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
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凡是遇到
类似捆绑销售、强制消费等商
家的霸王行为，不要退让，一
定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要让商
家的违法行为得逞。

手机买之前就被激活，保修期少了半个月

商商家家推推卸卸责责任任 用用户户遇遇维维修修难难

本报 3 月 18 日讯(记者 许
妍 实习生 吕宁宁) 张先生
去年 3 月 11 日买的苹果手机坏
了，去售后维修时才发现，手机
在去年 2 月 26 日就已经激活，
已过保修期。张先生找卖家，却
发现卖家早已不干了，打电话给
卖家，卖家却不愿意对此负责。
他投诉到工商部门，可是工商部
门找不到卖家，调解未果。

3 月 13 日，记者接到张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求助，称自己
买手机被骗了。原来张先生去年
3 月 11 日在王府大街电子科技
市场的明亮智能通讯买了一部
iphone5。不成想在保修期到期的
前几天坏了，于是到客服维修，
却被告知手机在去年 2 月 26 日
已经被激活了，不能享受免费维
修。

张先生质疑：“明明是 3 月
11 日买的手机，怎么会提前就被
激活了呢？”于是到电子科技市

场讨个说法。可是，商家却早就
换成其他的卖家了。“我们去年
年底的时候承包了这个柜台，只
知道我们来之前，原来的那家就
不干了。”新的卖家说。

张先生找到购买手机时商
家提供的收据，通过上面的电话
找到了明亮智能通讯的负责人。

“他一口咬定当时销售手机的时
候，告诉过我手机已经被激活，
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不想负
责，还说现在早就不干手机，也
不在日照了。说有本事让我去岚
山找他。”张先生告诉记者。

张先生想到，在购买手机的
时候，店主曾告诉他，如果手机
坏了可以去旁边的一家店里维
修，所以，张先生找到那家旁边
的店要求说法，可是遭到拒绝。
张 先 生 只 好 把 此 事 投 诉 到
12315。

“我们接到投诉后只能对买
卖双方进行调解，可是原来的商
家不干了，我们找不到卖家的
人，调解也无从下手。”工商系统
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但

是，从法律上来说，个体工商户
对销售的商品承担无限责任，所
以该商家理应对张先生进行赔
偿。”另外，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
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手机
要到正规的专卖店，以免招来不
必要的麻烦。”

13 日下午，记者来到电子科
技市场了解情况。明亮智能通讯
原来所在的柜台已经更换成另
一个商家。在咨询了该柜台以及
周边柜台，店铺的营业员都表示
没有听说过“明亮智能通讯”，记
者又来到张先生说的那家负责
修理手机的店，一位姓尹的女士
接待了记者。

“我跟什么智能通讯那家店
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一般朋
友，我这里是修手机的，所以他
出售的手机如果出现问题，他就
会介绍客户来我这修，但是不是
免费的。”尹女士说。“张先生一
来就让我免费给他修，肯定是不
可能的。我昨天联系了那个朋
友，让他来解决，他俩就自己处
理去了。”

记者咨询了张先生，12 日，
他和卖家见面了，“但是对方态
度并不好，说也不想给我修，也
不会给我换。”张先生说。13 日
下午，记者拨打卖家的电话，但
是没有接通。

16 日，张先生再次联系到卖
家，卖家表示如果张先生愿意，
可以拿手机到他朋友那里给免
费刷机，看能不能修好。可是，当
张先生的手机刷机后，不但没有
修好，反而直接无法开机了。“维
修人员说如果修好需要花费
2000 元左右，我联系卖家让他给
我修，他就不愿意了，也不管我
了。”张先生对此非常气愤。

17 日，记者再次拨打卖家电
话，但是接电话的人称自己并不
是智能通讯的老板，就匆匆挂了
电话。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山东隆
诚事务所的徐律师，徐律师表
示，张先生的证据比较充分，建
议可以通过到法院起诉的方式
解决问题。张先生表示，自己愿
意尝试通过法律形式解决。

开发区交警对该私自改装厢货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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