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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有稿费

不慎掉入热力公司的排气坑，
全身 70%被气坑排出的水蒸气蒸
伤。董先生被派遣到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做冬季季节工，还不到两个月
就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二七区法院判决认为，郑州市
热力总公司管道输气排气坑采用开
放型施工，未设置警示标志，存在主
要过错，判赔伤者董先生 41 万余
元。

同时，因董先生出事前，和同事
喝了些酒，所以，他的3名同事也要
担部分责任。

昨天，记者获悉，郑州市热力总
公司已提出上诉。 记者 鲁燕

一场意外
董先生是河南众泰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去年10月，他被派遣到郑州市热力

总公司做冬季季节工，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3月15日。

合同签订后，热力公司即安排他到
航空港区热源厂筹建处工作。

11月 25日晚，他和 3名同事一起在
食堂吃饭，其间，他和同事共喝了3瓶白
酒，其中的李某因当晚值班没有喝酒。

晚 11点 20分许，喝完酒，董先生回
宿舍休息。

董先生回宿舍时，不小心摔入公司
的管道输气排气坑中。

“管道输气排气坑是开放型施工，没
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也没见警示标志，
加上路面施工垃圾也没及时清理，他才
被气坑排气阀门排出的水蒸气烫伤。”董
先生家人说，他全身70%都被烫伤，已构
成特重度烫伤。

虽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入
院已花费医疗费 26 万余元，“最近他才
脱离了重症监护室”。董先生家人认为，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在损坏的排气坑周围
未安装照明设施或明显的警示标志，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有重大过错。

董先生家人将热力总公司还有当晚
在一起饮酒的 3 人共同告上法庭，请求
法院判令4人赔偿医疗费等53万余元。

不全是酒精惹的祸
二七区法院审理认为，热力总公司

既未在管道输气排气坑周围设置警示标
示，也未采取其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没有尽到其相应的注意义务，存在监管
上的疏漏。

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管理上的不作为
与董先生被烫伤存在着因果关系，应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董先生明知醉酒可能导致自身损害后果
的发生，仍不控制饮酒量；其他 3 名同
事，作为餐饮的参与者，有义务保护其他
参加饮酒人员的人身安全，对过量饮酒
者应予以妥善关照。但3名同事都没有
尽到义务，对董先生烫伤后果也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郑州市
热力总公司担 80%责任，其他 3 名酒友
共担10%责任。其中郑州市热力总公司
赔偿 41 万余元。董先生自己担 10%责
任。 线索提供 辛爽 庆远

张先生通过晚报给读者提个醒
楼道间的窗户也要关好
他们家属楼一晚上他们家属楼一晚上66家被盗家被盗
小偷从楼道窗户爬进厨房
进门先拿菜刀，然后找包拿现金

酒后掉进排气坑
全身70%被烫伤

一审：未设置警示标志，
郑州热力总公司担 80%责任，
判赔41万余元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的
这里有你的一张传票……”
接到这种电话别信，骗你钱呢

杨女士住在桐柏路，刚退
休。

8 月 11 日上午 9 点，杨女
士家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

这个电话差点卷走了杨
女士几十年的血汗钱。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杨女士拿起电话，对方是操南方口
音的男子：“你好，我是中级人民法院的
法官，这里有你的一张传票，你欠交通银
行 8000 元，如果不还，就对你实施拘
留！”

“我从来没有办过交通银行的卡
啊。”杨女士吓坏了。

“怎么不是你？你叫什么名字？”对
方问。杨女士立即说了自己的名字。

对方说：“是不是你，我们也不知道，
你给广州黄埔区公安分局打个电话吧。”
对方给了杨女士一个电话号码。

杨女士打了过去，接电话的人自称
是黄埔区公安分局“赵警官”。

“赵警官”说：“你是不是叫杨某某。
你的事可不是欠钱的小事，你现在牵涉
一起贩毒案，一名叫张勇的男子，把毒资
汇到你的账户上了。”

杨女士大呼冤枉：“我家里所有的钱
只有10多万，是我几十年积攒下来的。”

“赵警官”说：“你卡上的钱，随时
可能被骗子取走。为了安全，你把你
的所有钱都存到你的工商银行卡上，
并开通网上银行，两个小时内办好，不
要对其他人说，包括你家人。”

杨女士迅速按“赵警官”的要求办。
下午2点左右，杨女士跑到桐柏路

洛河路交叉口的工商银行，把 10 余万
元存到一张卡上后，“赵警官”让她再
办一张卡，把钱都转存到新办的银行

卡上，并开通网上银行。
看到杨女士来回奔波，非常着急，

还一直打电话，银行大厅的保安冀国
锋和大厅负责理财的刘恒感到杨女士
遇到了骗子，便提醒说：“现在电话诈
骗很多……”

在窗口，工作人员提醒杨女士说，
你有一张工商卡开通了网上银行，没
有必要再办个卡，只要自己掌握密码，
谁也取不走钱。

杨女士犹豫时，电话又响了。“赵
警官”催着杨女士办网上银行。

刘恒、冀国锋更坚信杨女士遇到
了骗子，追问之下，杨女士这才说出了
实情。

两人把近来媒体曝光的类似骗局
讲给杨女士后，杨女士醒悟过来立即

报警。
建设路派出所民警确认这是银行

卡诈骗。
民警提醒，时下类似骗局较多，

“一旦接到类似电话，只要涉及钱和银
行卡的，多为骗局，千万不要相信，同
时报警。”

张先生前天致电本报，称10日凌晨他家被
盗，一同被盗的还有5户邻居，小偷是从楼道窗
户翻进去的，希望借本报告知其他住户提高警
惕，关好楼道的窗户。 记者 冉小平/文 周甬/图

张先生家住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利职业学院家属院7号楼1
单元6楼。10日凌晨5点半，他的爱人起床做早饭，在厨房找了一
圈，都没找到菜刀。

简单吃过早饭后，夫妻俩准备出门办事，打开放在客厅的手
提包，发现头天晚上放在里面的8000多元现金不翼而飞。

两人顿感蹊跷。张先生意识到家里遭贼了，他想起10日凌晨
2点多，自家大门有响动。

一问邻居，好几家都说丢钱了，少的三四百元，多的上千元。
丢钱的都是五六楼的住户。

张先生他们随即报警。

张先生所住的家属楼安有门禁，外人很难进入。
警方仔细观察，发现一楼楼梯口旁的白色墙壁上留有球鞋脚

印。
顺着脚印痕迹，警方描述出小偷大体作案过程：2楼公共楼梯

口外有个台阶，小偷爬到台阶上，从开着的窗户钻进楼道内。张
先生家住 6楼，厨房靠公共楼梯的窗户没关，小偷从 6楼窗户旁，
爬进张先生家厨房内。进厨房后，先拿菜刀，在客厅翻动包等，拿
走现金然后离开。

就这样，小偷当晚进了6家住户家里。小偷只偷钱，手机、相
机等都不要，6家损失了一万多元。

张先生说，平时也没想到小偷会通过楼道窗户爬进厨房，他
以自己被盗的案例，希望市民提高警惕，夜里关好公共门窗。

线索提供 张先生（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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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欠银行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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