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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停机半年的手机号传来男子声音

丈夫暴打妻子五个小时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见习记者 白雪） 泰城
一女士的手机号停机半年，
当她的丈夫再次拨打这个号
码时，传出的男子声音让丈
夫恼羞成怒，对妻子实施了
近5 个小时的家庭暴力。

8 月 15 日，记者来到泰
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见到了
躺在病床上的张女士。虽然
距离丈夫实施家庭暴力已经
有很长时间，但她的脸庞上
依旧淤青，走起路来一瘸一
拐，连坐都不敢坐。“2004 年，
我跟现在这个丈夫结婚，在
这之前也不了解他的脾气。
直到后来才知道，他因为以

前经历的一些事情，精神受
到了刺激。结婚半年之后，他
脾气便变得更加暴躁，每次
都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动不
动就破口大骂。”她不停地哭
着说。

“就是因为一个已经停
机的电话号码。”张女士说，
她的一个手机号码已经停机
半年多了，丈夫突然给原来
的号码打电话，当时有一位
男士接起了电话，丈夫便一
口断定这个男士是张女士的
情夫，开始对她实施家庭暴
力。“他从中午 12 点开始，暴
打了我 5 个小时，之后，他拽
着我的头发往椅子上磕，我

昏过去之后，朦朦胧胧中看
到他拿起一个瓶子灌满开
水，之后便把我的下体烫伤
了。”张女士说，起初，她觉得
很丢人，一直不敢报警。后
来，在儿子的劝说下，她把实
情告诉了民警。

泰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生刘霞介绍，张女士刚来
医院的时候浑身是伤，眼睛
肿得都看不到了，身上也青
一块紫一块，。“她住院这么
长时间，她的丈夫一次也没
来过，每天都是她一个人进
进出出。由于病情十分严
重，一时还无法出院。”刘霞
说。

从 1903年到 2009年

假证有效期长达上百年
本报 96706 热线消息

（记者 王颜 通讯员 郑
磊） 驾驶证丢了嫌补办麻
烦，一名农用机动三轮车车
主花 200 块钱办了一个假
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证件
的有效期居然是从 1903 年
到 2009 年，长达一百多年。

15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泰安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
队四中队中队长卜相阳在

龙潭南路儿童医院立交桥
执勤时，发现一辆农用机动
三轮车违规载人，存在安全
隐患，民警遂上前制止并进
行检查。

民警在对崔某出示的
驾驶证进行检查时发现，
有效期限居然从“1903 年 1
月 16 日至 2009 年 1 月 16
日”。“这应该是有效期最
长的驾驶证了，光看着有

效期就能判断这个驾驶证
肯定是假的。”民警哭笑不
得地说。通过上网查询，证
实民警的猜测，该驾驶证
确实是伪造的。原来，崔某
本来有驾驶证，由于不慎
丢失后嫌补办驾驶证太麻
烦，他就从路边小广告上
找了个办假证的联系电
话，然后花 200 元办了一个
假驾驶证。

相距不足百米，对同一景区的标注距离差了几公里

景点指示牌指晕了游客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见

习记者 王世腾) 泰山大街
与望岳西路交汇处的两个景
区指示牌虽然相距不足百
米，但是指示牌上同一景区
的距离却差别有5 公里之多。

“两处指示牌距离不足
百米，但牌子上的距离差别
怎么这么大啊？”8 月 15 日
上午，市民王先生拨打本报
热线反映，他作为当地居民
都看不懂这两个指示牌，更
何况外地游客。上午 10 点，
记者来到望岳西路南段看
到，路的东面立着一个牌子
上面分别标注着：泰山天外
村进出口 4 公里、花样年华
景区 14 公里、方特欢乐世
界 14 公里、封禅大典实景
演出 18 公里。但是，沿着望

岳西路往北走不足百米，在
泰山大街泰安市实验学校
西校站牌附近又立着一个
牌子，牌子上标注的同样是
泰山天外村进出口、花样年
华景区、方特欢乐世界、封
禅大典实景演出四个景区，
但是到达距离却分别写着：
9 公里、13 公里、19 公里、23
公里。“每年来泰安旅游的
游客那么多，外地游客看了
这两块指示牌肯定会晕了
头。”正在附近等公交车的
市民李明说。

泰安交警支队设备科工
作人员表示，两处指示牌确
实是设备科竖立的，对于两
处牌子上景区距离相差较大
的问题他们需要核实，再进
行处理。

8 月 15 日中午 12 时，
一辆外地牌照的轿车行驶
至温泉路中段时，车头部位
突然起火。消防人员接到报
警后，迅速赶往现场，用了
不到五分钟就将大火扑灭。

本报通讯员 李焱
摄

自燃
本报 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赵兴超 实习生 孙静
波) 泰城一在校学生通过
网络找到了一份代办银行卡
业务的兼职工作，本想大赚
一笔，没想到最终只拿到了
60% 的款项。剩下 6000 多元
的资金缺口，只能拿自己的
学费补上。

“我找了份赚钱的兼职，
怎么还得搭进去 6000 多块，
这也太倒霉了。”8 月 15 日，
正在烟台一家单位实习的山
东农业大学大三学生王刚
(化名)拨打本报热线反映。5
月底，王刚在网络上发帖寻
找兼职，很快一名自称是中
国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的
人联系到他，说可以提供一
份办理银行卡业务的兼职工
作，按照每张银行卡10 元支

付报酬。也没多想，王刚就接
下了业务，在泰城各高校招
揽了一些学生一起忙活了起
来。

6 月份，在提供了 2200
多份内有学生个人信息的
申请后，银行工作人员将价
格下调到 8 元/份，王刚也
没说什么，只是满怀希望等
待着结算工资。到 7 月份，
王刚被告知，因为个人信息
不详实导致出卡率低，银行
只能付给他 70% 左右的报
酬。他最终只有 9000 多元
到手，而仅他手下的十多名
同学的报酬就要 1 万 4 千
多元。在同学多次催促下，
王刚只得先行为他们结算。
因为钱不够，王刚还把准备
交学费的 4000 多元钱垫了
进去。因为当初想签工作协

议时被拒绝，王刚现在难以
找到维权的依据。“本来找
的是赚钱的兼职，怎么成了
赔钱的买卖？现在还有一部
分钱没还上，我只能在业余
时间打工来还钱了。”王刚
无奈地说。

随后，记者联系到中国
银行济南分行，银行卡部一
名姓张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高校
中所推广的是一种零额度的
借记卡，学生只是做一些联
系客户的工作，正规办理银
行卡的手续都是由银行工作
人员完成。王刚所遇到的问
题，应该是双方没有就支付
报酬的前提做好协商所致。
目前，银行正在与相关人员
和学生协商，尽可能完美地
解决这件事情。

干兼职搭进去六千多元
大三学生陷入代办银行卡困境

相距不足百米的两个指示牌，指示的内容却大相径庭。 本报见习记者 王世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