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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秋秋前前夜夜，，小小区区里里捡捡到到1100万万现现金金
钱和4瓶红酒同装在纸箱里，4天过去仍无人认领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李昔诺

小学门口捡到重金
居民将其送派出所

据李先生介绍，1 4日晚
10点20分左右，他准备出门
办点事，当路过小区里的名
士小学门口时，眼尖的他突
然发现马路北侧的路边放着
一个纸箱子。“普通的纸箱
子，外面什么标志都没有，就
粘着透明胶带。”李先生说，
他当时以为是有人停完车把
东西临时放在那儿的，就没
太在意。

晚上1 1点半，当李先生
办完事回来再路过小学门口
时，他发现那个箱子还在原
地。小学门口的道路两侧都
是停车位，但李先生并未在
附近看到什么人，考虑到时
间这么晚了，他觉得可能是
有人不小心把箱子落在了这
里，便决定先把箱子带回家，
打算第二天再寻找失主。

15日上午，出于好奇，李
先生拆开了纸箱，发现里面
有4瓶红酒和一个方块状物
体。“我刚开始以为是普洱
茶，很沉，但一打开才发现
里面竟然是钱，整整1 0万元
现金。”李先生说，他怕丢钱
的 失 主 着 急 ，就 赶 紧 报 了
警，并把钱和酒送到了姚家
派出所。

这么多钱没人领
引发“送礼”猜测

18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名
士豪庭一区的名士小学附近，
但多名居民均表示没听说有人
丢钱的事，路边未见寻物启事
等。名士小学门口的保安表示，
他们一般值班到傍晚6点多，所
以并不知道晚上的事情，这几
天既没听说有人丢钱，也没见
人来找钱。

丢了10万元现金却无人认
领，在附近值班的一名小区保
安也感到很纳闷。他告诉记者，
这几天只有一名居民来找丢失
的钱包和一串钥匙，并没有人来
找10万之多的钱款。“刚好在中
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如果这些钱
是有人送的礼，可能就不太好意
思去领了吧。”该保安猜测说。

李先生说，18日上午他又
去了一趟派出所询问事情进展，
被民警告知仍没有人前去认领。

“这可能是哪个单位要发的中秋
奖金吧，对方丢了这么多钱肯定
非常着急，希望民警能早日找到
失主。”李先生说。

18日下午，记者从历下公
安分局了解到，市民捡10万元
现金的事情属实，但钱被送到
派出所后，一直没有失主前去
认领。据了解，民警到事发现场
调取了监控并进行了走访调
查，但一直没找到有用的线索。

“钱现在还在派出所，我们会继
续寻找失主。”民警表示。

本报潍坊9月18日讯 安
丘市景芝中学把学生违规违
纪的惩戒教育当作课题进行
深化研究，探索实施“绿色惩
戒”，取得良好效果。

据了解，该校实施的“绿
色惩戒”，是在不伤及学生自
尊、身体健康的前提下，让违
纪学生自主选择弹性惩戒方
式，使他们从主观上认识到错

误并能及时改正。具体惩戒办
法是：对违反《在校学生一日
常规》的学生，根据不同情况
实施小组、班级、政教处三个层
级的惩戒。“绿色惩戒”包括自
省式惩戒、体验式惩戒、承担责
任式惩戒。对违纪学生进行必
要的批评教育后，由学生选择
写出一封道歉信，也可抄写一
篇尊敬师长的文章在班级朗

读，或者做一件感恩父母、感
恩老师的具体事情。

据校方介绍，2016年3月以
来，各班级对违纪违规学生实
施小组、班级“绿色惩戒”30人
次，政教处实施“绿色惩戒”5人
次。家长反映，“绿色惩戒”制度
的实施，让他们认识到，培养良
好的行为习惯与督促学习同样
重要。 （赵新海 何金明）

安丘景芝中学柔性治学

学学生生违违规规

绿绿色色惩惩戒戒

“丢了这么多钱怎么没人来找呢？”9月14日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10点多，家住济南市经十路名士豪庭的李先生，在小区里的名
士小学门口捡到了一个纸箱子，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十万元现金和几瓶红酒。报警后，李先生将钱和酒交到了派出所所。然而直到18日，4
天的时间过去了，仍没有失主前来认领。

对于无人认领的钱款，山
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才
望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市民
捡到价值不大的物品或现金
后，即使没找到失主，也不能
占为己有，市民有将物品和现
金上交公安机关或返还失主
的义务。

孙才望表示，根据物权法
的相关规定，遗失物自发布

招领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无
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因此
李先生捡到并上交到派出所
的这10万元现金，如果超过6
个月仍无人前来认领，则将
被收归国库。但根据民法通
则的司法解释，当失主得知
自己所失物品丢失且已被收
归国库后，还可以在2年内申
请诉讼追回物品，只不过程

序非常麻烦。
此前，有居民推测这10万

元现金之所以迟迟无人认领，
可能是因为这些钱是有人送
的礼钱，孙才望也认为存在这
种可能。“如果是有人送礼，则
属于受贿，涉嫌刑事犯罪，解
释不清楚现金来源，失主就更
不敢到派出所认领了。”孙才
望表示。

公公告告半半年年无无人人领领可可收收归归国国库库

市民捡到钱的地方。 本报记者 戚云雷 摄

18日，记者从青岛市环保局
获悉，青岛市研究讨论并通过《青
岛市省级生态红线划定方案》，会
议原则同意确定青岛市省级生态
红线区59处，主要分布在李沧区、
城阳区、崂山区、黄岛区、即墨市
等8个区市。生态红线划定后，将
依据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和管理严
格程度实施分类、分级管控，做到
性质不转换、功能不降低、面积不
减少、责任不改变。

青青岛岛市市划划定定5599处处省省级级生生态态红红线线区区
实行强制性保护，用地性质不可转换

本报记者 吕璐
通讯员 王诺 田建茹

水源生物土壤
都划出保护区

根据《青岛市省级生态
红线划定方案》，生态红线区
的划定根据省主体功能区规
划、省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
规划、青岛市相关土地利用
规划、青岛市相关城市总体
规划、青岛市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等内容综合分析，划定青
岛市省级生态红线区59处。

具体分布为：水源涵养生
态红线区18处，主要分布在城
阳区、黄岛区、即墨市、胶州市、
平度市和莱西市等区域。

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红
线区5处，主要分布在崂山
区、黄岛区和平度市等区域，
青岛市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红线区的主要生态功能为生
物多样性维护，次要生态功
能为水源涵养。

土壤保持生态红线区36
处，主要分布在李沧区、城阳
区、黄岛区、崂山区、即墨市、
胶州市和莱西市等区域。

红线区划定后
坚持“四不”原则

青岛市环保局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生态红线划定后，
将依据生态服务功能类型和
管理严格程度实施分类、分
级管控，做到性质不转换、功
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责任

不改变。
性质不转换，即生态红

线区内的自然生态用地不可
转换为非生态用地，生态保
护的主体对象保持相对稳
定。功能不降低，即生态红线
区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能
够持续稳定发挥，退化生态
系统功能得到不断改善。面
积不减少，即生态红线区边
界保持相对固定，区域面积
规模不可随意减少。

工作人员介绍，全市共
划定59处合计达到1120 . 65
平方公里，这些区域具有生
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土
壤保持等功能，可有效保护
具代表性的动植物物种及生
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从
而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减少水土流失。

省级生态红线区域主要从
以下区域中划定：一是省级及
以上禁止开发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森林公
园、地质公园、重要水源保护
地)，二是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及列入省级重要生态功能区名
录、省级大型湖泊水库名录的
区域，三是技术评价结果为重
要的其他生态功能区。

此外，涉及黄海海域的生
态红线划定内容和范围，按照
省海洋渔业部门及省环保部门
工作安排另行确定。

葛相关链接

哪哪几几类类区区域域
划划到到红红线线内内

葛律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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