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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商想讨回工程款，帮对方开假收据后留了一手

一一张张““奇奇葩葩欠欠条条””保保住住1100万万欠欠款款
明明没给钱，却被要求开一个10万元的收据；明明是

张欠条，上面只写着10万元的收据是假的。德州平原县的
姜先生就遭遇了这么一档子事。他给一家医院干完装修
工程后，对方为了获得拨款，让他“伪造”了一份10万元的
收据，然而医院拿到收据后，9年多来却迟迟没有付清工
程款。好在姜先生当时让对方写了一份欠条，注明10万元
的收据是假的，要不这钱就真难要回来了。

讨讨薪薪有有望望，，钱钱暂暂不不能能给给跑跑路路老老板板
沛县当地拒绝接受裁定书，法院“留置送达”也管用

4工人600里跨省讨薪

为讨薪远赴江苏沛县的
王晶、李秀梅等一行，相继在
沛县项目代建中心和政务服
务中心吃了闭门羹，本来终
于能在23日见到政务服务中

心的法律顾问，但对方又把皮球踢了回去，让工人们再与合同
签订方——— 项目代建中心接洽。

在法官、律师与当地多次沟通无效后，济南高新区法院留
置送达了协助执行裁定书，沛县项目代建中心暂不能将货款支
付给东星家具厂，奔波20余日的工人们有望拿到货款了。

■“明明没给钱，却让我开收据”

此后发生的事情更让姜先生
感到诧异。

2006年11月，在张华医院担
任负责人的张先生找到了姜先
生，希望姜先生开具一个10万元
的收据。“他们明明没有给我钱，却
让我开一份10万元的收据，这里面
肯定有问题。”姜先生当时多了一
个心眼，让对方打了一个欠条。

张先生介绍，当时让姜先生

开10万元收据是相关领导的意
思，主要是为应付“省360工程”检
查。所谓“省360工程”是省卫生厅

（现已并入省卫计委）和省财政厅
2005年在全省选定360所重点卫生
院，由省、市、县三级共同组织对
其进行有限建设和改造，其中涉
及到省财政的资金补助。据张先
生讲，当时建设病房楼花费了120
多万元，“省里可能拨了30万元”。

23日上午11时，记者见到了
姜先生手中的欠条。上面写着姜
先生有壹拾万元收据一张，收据
是假的，现金未付，系应付省360
工程检查使用。在欠条下方有张
先生的签名和红手印。

为了能够获取省里的拨款，
张华医院必须要通过省相关部门
的检查，因此便有了一张未付款
的收据和一张蹊跷的欠条。

■ 近10万元工程款9年未要回

姜先生没有想到，自己1月3
日在人民网发布的帖子竟然引起
平原县卫生局的重视。因为他给
平原县张华医院干完门窗工程已
经9年多，对方依然欠着近10万元
的工程款，于是他在人民网上的
地方领导留言板，写上了自己与
张华医院的债务情况，然后得到
了反馈。

事情发生在2005年，当时
张华医院新的病房楼主体已经
建好，姜先生承接了该楼塑钢
门窗、隔断、幕墙装修等业务。
根据姜先生提供的一份当初与
张华医院签的合同书，上面注
明 了 各 部 分 工 程 的 面 积 和 造
价，预计总工程款为17万元，以
审计价格为准。

按照约定，安装完窗口付款
40%，工程完工验收后付55%，余
款于1年内付清。“因为是公家的
工程，我们按质按量完成了，可等
到要钱时却发生了意外。”当时医
院并没有按照规定时间付款，姜
先生又怕拖下去钱更难要，为了
完成整个工程，他不得不向银行
贷款，垫资施工。

■ 想让医院一次性还清

“我当时想帮他们开了这个
收据能要来拨款，工程款也就有
着落了，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此
后数年，姜先生不断找平原县卫
生局和张华医院要工程款，陆续
从张华医院要回7万元。

2011年12月11日，张华医院
给姜先生一张欠条，明确医院欠
工程款109670元。“后来医院又给
了我1万元，剩下近10万元的账。”
姜先生说，这些要来的钱都是要
了很多次才得来的，剩下的工程
款一直没影。

在网上发帖的第四天，姜先

生接到了卫生局工作人员的电
话，询问其工程款以及欠条的事。
之后卫生局又召集曾经的卫生局
局长、张先生和姜先生一起讨论。
对于那张蹊跷的欠条，姜先生和张
先生均称，已确认欠条是按照卫生
局领导的意思写的，同时确认张
华医院与姜先生的债务关系。

不过，23日下午，记者来到平
原县卫生局采访，工作人员称，对
欠条的事不清楚，当初的拨款都
已经给张华医院了。

“现在卫生局和张华医院又
要对这个工程款进行审计，其实

医院的欠款早已经入账了。”姜先
生称，由于医院后期又进行装修，
此前他做的部分工程已经体现不
出来，“我担心审计之后这个欠款
会少了”。

对此，张华医院的现任负责
人称，他们确认与姜先生的债务
关系，但是具体的数额需要审计。

“卫生局的领导曾经提出要分五
年还剩余的款项，我希望一次性
还清。”姜先生害怕一旦还款时间
延长，再次发生意外。“原本这些
年钱就已经贬值了，现在的10万
块钱和过去怎么比？”

文/片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姜先生当时让张华医院相关负责人开具的欠条。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来了两天

被当“皮球”踢了一圈

23日上午8时30分许，王晶
和律师一行见到了沛县政务服
务中心的法律顾问，法律顾问的
回答再次让他们沉闷了。“合同
是东星家具厂和项目代建中心
签署的，应与合同签订方——— 项
目代建中心接洽。”

听明法律顾问的意思后，李
秀梅有些按捺不住。“你说说，我
们大老远来的，都见不上领导的
面。这样推过来推过去，算怎么
个事，这都是我们的救命钱。”在
经历项目代建中心、政务服务中
心、法律顾问三个环节后，王晶、
李 秀 梅 三 人 又 被 踢 回 了 原
点——— 项目代建中心。

“我现在没法确定你是否为
东星家具厂公司员工。”法律顾
问的话音刚落，李秀梅情绪更激
动，“我不是员工，我能大老远跟
着来吗？”

他们一行再次来到项目代

建中心，对方领导还是不在办公
室。律师用该单位办公电话打了
过去，对方得知来意后将电话挂
断。之后，律师再打，无人接听。

无奈，李秀梅放下听筒拿出
纸笔，把对方电话号码记了下
来。“不能这么着就算了，我一定
要把这个钱要到。回到家，我用
自己的电话接着打。”李秀梅说。

调出代建中心信息

以备打官司之用

到24日，政府就不上班了，
王晶等人在沛县耗不起。“沛县
这边说按合同履行，现在公司倒
闭、老板跑了，和谁去履行合同？
开不出发票，怎么打钱？钱履行
到哪里去？”

多次沟通无效，对方始终不
肯签收协助执行裁定书。而依法
律规定，受送达人拒绝接受，法
院将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
即视为送达。高新区法院两位法
官按程序，给政府投资项目代建
中心留置送达了协助执行裁定
书，要求暂缓支付应付给东星家
具厂的货款。

“沛县项目代建中心收到协助
执行通知后，如果仍按合同约定把
公司货款打给东星家具厂，法院有
权责令其限期追回。合同规定的付
款日期到达后，沛县项目代建中心
若想付款，可由人民法院提存这部
分钱。”代理律师程相慧分析。

从上午10点开始，王晶、李秀
梅一行陪着律师辗转多个部门，直
到下午2点30分，律师最终在质监
局调出了沛县政府投资项目代建
中心的注册登记信息。“大老远来
一次不容易，能办好的都一次性办
好吧。如果以后要将项目代建中心
列为被告，这是必需的材料。”代理
律师程相慧说。

此行最后一件事情忙活完，
队伍打算赶在天黑前回到家。

只能买四块钱的荸荠

带给孙女

下午3点，王晶、李秀梅一行
乘坐的面包车经过微山湖市场。
李秀梅绕着市场逛了一遍，甲鱼、
野鸭等野味都没能入她的眼，因
为“太贵了”。到最后，她在一处卖
荸荠的摊点前停下来，讨价还价
给孙女买了四块钱的荸荠。

“孙女5岁、孙子4个月，到了
晚上，这俩孩子都是我搂着睡。
这两天不在家，两个孩子嗓子都
哭哑了。”李秀梅说。

逛了逛市场，短暂休整后，
他们再次踏上了回家的路，情绪
明显高涨了些。“这是来的时候

走的路吗？来的时候没觉得这么
难走啊。旁边有个大烟筒？来的
时候怎么没看见？”张广泉一直
在四处张望。

“路肯定没走错，不记得就
对了。来的时候，谁顾得上这么
多。”刘云涛说。

虽然过程曲折，但他们对这
个结果还算满意。“如果事能办
成，那都是大家共同努力得来
的。工人们不放弃，仲裁委和法
院的同志加班加点帮我们整理
材料。”程相慧说。

接下来，王晶、李秀梅他们
还需要看看高新区法院能否提
存沛县项目代建中心应付的货
款。法院拿到钱后，他们就可以
申请执行，拿到工资了。

途经微山湖市场时，李秀梅买了4块钱荸荠给孙女当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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