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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法治漫画

谨防受骗

近期，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

人员实施诈骗的案件又呈现多

发态势。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

作为执法部门，是绝对不会电话

要求资金转账的。涉及金钱问

题，一定要多留心眼。

新华社 徐骏

引以为戒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倪思思 周继祥

众所周知，居民用电价格比商业用

电价格便宜。但若将住宅用作对外营业

的宾馆客房，却仍以居民用电标准支付

电费，未及时向电力部门提出申请办理

用电类型变更手续，需要承担什么后果

呢？近日，舟山市中院就处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2018年8月，舟山某小区A幢楼房

发生电力故障，电力部门在抢修时发现

用户用电存在超容现象。经过现场检

查，电力部门将目标锁定在该小区内的

一家宾馆上。

据了解，该小区的开发商舟山某置

业有限公司，曾以单位为户名作为代表

户，为该小区未销售的房产向电力部门办

理居民生活用电开户（多户）手续，并签订

《居民生活用电客户（多户）供用电协

议》。协议签订后，电力部门于2009年3

月按约为该小区房产分别安装电能表。

2009年 12月，陈某甲和陈某乙姐

妹俩分别取得A幢楼201室至204室、

205室至208室的房屋产权。2010年5

月，姐妹俩将这8套商品房交由父亲用

作经营宾馆的客房，但是未向电力部门

申请将房屋用电类别由居民用电变更为

商业用电。

在宾馆经营近8年的时间里，这8套

用作客房的商品房一直按照居民用电标

准计算和缴纳电费。直到去年8月份，

电力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向陈某甲和陈

某乙发出《窃电（违约用电）处理通知书》

后，姐妹二人才将8套商品房的用电类

别变更为商业用电。

因用电性质变更，电力部门要求陈

某甲和陈某乙分别补缴2010年5月至

2018 年 8月期间的差额电费 4.7 万余

元、5万余元，并承担二倍差额电费的违

约使用电费。但姐妹二人不愿支付近

30万元的电费，电力部门遂将二人诉至

法院。

经审理，法院判决陈某甲补缴差额

电费4.7万余元，并支付违约使用电费

9.5万余元；陈某乙补缴差额电费5万余

元，并支付违约使用电费10万余元。

法官说法：
陈某甲、陈某乙将商品房用作对外

营业的宾馆客房，房屋用电类别已由居

民用电变更为商业用电，但二人未向供

电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构成违约用电，应

承担违约责任。《供电营业规则》第一百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电价低的供电

线路上，擅自接用电价高的用电设备或

私自改变用电类别的，应按实际使用日

期补交其差额电费，并承担二倍差额电

费的违约使用电费。使用起讫日期难以

确定的，实际使用时间按三个月计算。

正是基于此，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孙美星 童程红

处方药不能随便开，这是所有医生

都知道的常识。近日，宁波市一名医生

因为违规通过网络给素未谋面的药店顾

客开具电子处方，以方便顾客购买处方

药，接到了鄞州区卫生监督所的处罚决

定书。据了解，医生因违规开具电子处

方被处罚，在宁波尚属首例。

近日，鄞州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

在对辖区的海王星辰连锁门店、同心大

药房、家家乐药房等几家药店进行调查

时，发现了大量电子处方，开具这些电子

处方的是同一名医生。

经过调查，卫监工作人员发现，这些

药店都是通过某药品处方网络交易平

台，把医生和需要购买处方药的患者连

接到一起的。

药店遇到没有处方的顾客上门购买

处方药，会把患者的需求及时放到这个

网络平台上。平台上在线的医生可以通

过“抢单”的方式，获得开处方的机会。

面对素未谋面的药店顾客，医生只是通

过顾客在微信上简单的病情描述，就开

出有自己签名的电子处方，用于给顾客

在药店购买处方药。

被卫监工作人员发现时，这名医生

已经在几个月里远程开具了几十张电子

处方，开处方的对象有四五十岁的成年

人，也有9岁的孩子。

经调查，与这个平台合作的这些宁

波药店，都未取得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

的执业许可。与药店合作的这个网络平

台，也未取得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的相

关执业资格，开处方的医生也不具有在

该平台上执业的资格。

“通过网络给素未谋面的患者开具

处方药，具有一定的用药安全隐患，还使

得合理用药难以得到保证。”鄞州区卫生

监督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名医生没有

直接接诊病人，就在网上给首诊病人开

处方，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而这个网络平台不是医疗机构，

医生在这个平台也没有处方权，违反了

《处方管理办法》。

据了解，鄞州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已对该医生开出了处罚决定书，给予了

警告。同时，对案件中涉及的其他违法

行为，鄞州区卫生监督所也已向相关部

门移送了案件线索。

记者从宁波市卫生监督所了解到，

医生因为违规开具电子处方被处罚，这

在宁波还是首例。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提

醒市民，去药店买处方药，一定要到实体

医疗机构或者取得互联网诊疗许可的医

疗机构开具处方笺。

明知是假药
为利润仍出售

通讯员 田芳美

本报讯 近日，海盐警方成功破获一

起销售假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曹某，查获

十余种假药共计80余盒。

不久前，海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

群众投诉举报，称位于武原街道的某成人

用品商店对外销售“植物伟哥”，该产品表

明的功效和美国产的“伟哥”较相似。经鉴

定，该“植物伟哥”为假药。海盐县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迅速

出击，在该店内查获“植物伟哥”“黄金玛

卡”“黑金刚”等13种补肾壮阳类产品。经

鉴定，该产品含违禁成分西地那非、他达那

非，属于假药。西地那非是一种国家列入

药品目录管理的处方类药物的主要成分，

因其具有强烈的药物副作用，普通人服用

后可能产生头痛、眼花、低血压等多种不良

反应，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

据交代，犯罪嫌疑人曹某54岁，海盐

人，今年 3月开始经营这家成人用品商

店。开店没多久，有一对夫妻深夜来店里

推销壮阳药，曹某以每瓶20元左右的价格

向他们购买了1000元左右的货物，并将其

藏于店内厨房的水槽柜子中，看到有购买

欲望的客人就会推销，每瓶售价100元左

右。“我知道这些是假药，但卖假药能多赚

点钱。”曹某交代说，由于利润可观，两个月

后，曹某再次向对方购买了 1000 元的

假药。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因涉嫌生产、销

售假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警方提醒，假药威胁服用者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市民购药应通过正规渠道，

切莫轻信街头不法分子的虚假宣传，以免

上当受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出

售假药是违法行为，任何人都不能抱有侥

幸心理，一旦被抓，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摘22个玉米
结果被行政拘留

通讯员 陈清平

本报讯 看到地里的玉米长势喜人，

于是摘下几个解馋，结果却因为这几个玉

米被拘留了。近日，海宁市公安局丁桥派

出所破获了这样一起玉米被盗案。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小俞陪着母亲到

丁桥派出所报案。“家里种了一点玉米，虽

然卖不了几个钱，但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

种的。前些日子，自家玉米竟然被偷了，算

算有几十个。被偷的不多，不知道你们派

出所管吗？”小俞的母亲徐阿姨问。“当然

管，我们一定会把偷你玉米的人抓到！”接

待他们的丁桥派出所执法办案队队长詹海

锋说。

经过侦查，案子很快水落石出，偷玉米

的是两名男子，一个姓陈，一个姓李，都是

贵州来丁桥打工的，就暂住在徐阿姨玉米

地附近。当詹海锋问两人有没有做了什么

违法的事情时，两人想了半天，都说没有，

直到詹海锋提到了“玉米”这个词，李某这

才如梦初醒一般：“对，我去地里摘了15

个，老乡陈某摘了7个。可是，这也算个事

吗？”

随后，李某和陈某被传唤到派出所。

经教育，两人认识到，自己偷摘玉米的行为

属于盗窃。最终，两人分别赔偿徐阿姨

100元，各被行政拘留6天。

警方提醒，摘几个玉米之类的事情，看

似小事，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涉嫌盗窃

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莫伸手。

以居民用电经营宾馆，姐妹俩被判支付电费近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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