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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弃养宠物
本期 “案件写真” 聚

焦的是宠物弃养问题。 笔

者注意到， 一些业内人士

提出， 可以用高科技手段

来对弃养宠物进行事后救

济。 据悉， 动物电子芯片

大概从 2012 年开始陆续被国人认识， 给动

物植入芯片的技术已经成熟， 不仅是宠物，

还有畜牧业、 水产业， 都在给动物应用这种

芯片， 结合物联网行业的手持阅读机、 系统

软件， 追溯每一只动物的个体信息。 举个例

子， 狗贩子拉一车狗， 有的狗是偷来的， 如

果身上植入了芯片， 用机器一扫便知， 这对

被查验单位和爱狗人士来说都是好事， 包括

动物进出口， 也必须要植入芯片， 不然海关

不放行， 动物芯片以后会很普遍。

不过， 笔者认为， 要从根本上解决宠物

弃养问题， 固然可以借助科技力量， 从而对

弃养行为加大事后处罚力度， 但无法从源头

上改变人们的认识。 毕竟通过芯片找到弃养

人后， 这个主人可能还会第二次丢掉自己的

宠物， 甚至如果他知道芯片在什么位置， 还

有可能直接弄掉， 反而对宠物造成更大的伤

害。 所以， 建议广大宠物保护志愿者尽快转

型， 不能只关心末端救助， 更要注重源头控

制。 而杜绝宠物弃养的重中之重是对不文明

养犬行为的监督， 只有充分发挥各个社区业

主的力量， 提高大家善待动物的意识， 从身

边做起， 从每个社区做起， 才能共同推动整

个社会文明养宠。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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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培训暗藏骗局
宣称“无门槛拿证、高薪挂靠”

碳排放管理师、 家庭教育指导师、 整理

收纳师……新职业催生培训考证热。 然而，

一些机构夸大证书作用， 以山寨证书步步诱

导求职者缴纳高额费用， 求职者发现上当后

又陷入维权困境。 专家指出， 在人才评价体

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 劳动者对相关领域的

就业机会和薪酬状况还不了解， 这种“信息

差” 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起初听说碳排放管理师证书时， 山东小

伙关宏（化名）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只需

缴纳 1980 元，就能免考拿证，每年挂靠费不

低于 3万元……他决定为自己和妻子、 父母

各办一本。 交费后没多久，关宏察觉有诈，培

训机构却在他提出退款后“失踪”了。

辗转于投诉平台维权时， 关宏聚集起遭

遇相似的受害者， 组建了一个“证书兼职商

讨群”。 群里的 200 余人都曾被各类新职业

的远大“钱” 景吸引， 在诱导下报名考证。

日前， 人社部公示了新修订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与 2015 年版大典

相比， 此次增加了 155个新职业。 由于许多

新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技能标准和评价机

制，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劳动者渴望一证傍身

的心态乘虚而入， 把所谓的新职业证书变成

诈骗新“道具”。

“拿下证书就有了金饭碗”

2021 年 3 月， 人社部公布了 18 个新职

业， “碳排放管理员” 位列其中。

热度迅速传导至培训领域。 关于碳排放

管理师证书的招生广告充斥网络， “无门槛

拿证” “躺赚挂靠费” 的宣传让关宏心动。

一家培训机构的“王老师” 告诉他， 证书由

“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 颁发， 是碳排

放领域的上岗证。

对方反复催促关宏报名， “现在有政策

红利， 可以走免考渠道”， 并发来一张新闻

网站截图， 显示某单位“租赁证书价格涨至

7.6万元 /年”。 他还频繁在朋友圈发布挂靠

成功案例， 关宏经常能刷到签约现场“一手

交证一手领钱” 的视频。

没能抵挡住诱惑， 关宏缴纳了近 8000

元。 然而在等待拿证时， 警方通报的一起证

书诈骗案进入关宏的视野， 套路十分熟悉。

他猛然意识到， 此前培训机构发来的视频和

新闻可能都是假的。

记者注意到， 今年 3月 1日， 中国国家

人事人才培训网发布公告称， 确曾授权相关

机构开展碳排放管理师培训， 但相关证书仅

作为培训经历证明， 不具备评价功能， 且从

2022 年 1 月 30 日起， 涉及申领证书的培训

项目已全部停止招生。

今年 1 月， 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

后， “家庭教育指导师” 证书也大量涌现。

记者调查发现，有两家“培训机构”都宣

称是某“管理科学院”颁发证书，但给出的考

试时间却不一样。

当记者询问考试细节时， 一些机构语焉

不详， 转而强调行业前景和证书效力， 宣称

“金饭碗”“月薪过万元”。

南开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副教授

刘俊振告诉记者， 大量新职业涌现， 但技能

要求和职业标准的发布却相对滞后。 在人才

评价体系尚待完善的情况下， 劳动者对相关

领域的就业机会和薪酬状况还不了解， 这种

“信息差” 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距离高薪永远“一步之遥”

记者发现， 在取得受害者信任后， 一些

不法机构布下“连环局”， 一边将“饼” 画

得更大， 一边设立各种名目追加收费。

在某投诉平台上， 关于新职业证书的投

诉不在少数， 高频词是“涉骗” “虚假宣

传”。

在一起关于某机构“整理收纳师” 培训

的集体投诉中， 参与者有 55 人。 有学员表

示， 自己于今年 2 月缴纳 2980 元考取中级

证书， 机构随即以“优先派单” 为诱饵， 劝

其继续报考高级收纳师， 于是她又交了

5000 元， 而后被告知实操未达标， 需要再

交 3000 元补考费。 她察觉到被骗， 提出退

款后却被“拉黑”。

“证书兼职商讨群”中的受害者张涛（化

名），曾在机构的步步诱导下，刷信用卡以 62

万元办了 50多本“山寨证”， 涉及电子商务

师、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等多个新职业。

“先是‘培训机构’ 收费办理证书， 然

后‘对接公司’ 表示可以签挂靠合同。 而到

了约定日期， 对方又说挂靠政策有变， 向我

要一笔电子档案费， 紧接着又是证书入库

费。” 张涛说， 每交一次钱， 他都觉得离

“高薪挂靠” 近了一步， 但马上又有“新政

策” 出现， 为了不前功尽弃， 他只得接着掏

钱， 但一直没拿到所谓的挂靠费。

一位受害者向记者表示， 自己前不久拿

到“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证书后， 北京的

一家公司来电， 表示愿意每年支付 500 元挂

靠费， 随后真的给她转来 500元。 这让她对

培训机构彻底放下戒心， 又陆续支付了各类

费用 3万余元。

“近年来， 挂靠行为助推考证热， 也让

不法分子屡屡得手。” 北京拙朴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谢燕平告诉记者， 对于证书挂

靠， 多地已要求， 证书登记注册单位与社保

缴纳单位必须统一。 在一些传统行业例如建

筑业也有明确规定， 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

两个及以上企业执业。 所以， 求职者当警惕

培训机构做出的挂靠承诺。

（来源： 工人日报）

法官用“三尺巷”典故

化解“二尺六”纷争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

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近日， 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大店

法庭法官宋庆庆在给因为“二尺六的小巷” 伤了和气的当事

人庄某勋、 庄某义讲“三尺巷” 的故事。

庄某勋、 庄某义是大店镇大店四村的邻居， 两户之间隔

一条二尺六的小胡同。 2010 年春天， 两家先后翻建了新房，

致使原有地势地貌发生变化， 导致胡同排水不畅， 每逢下

雨， 庄某勋的老房便渗水严重， 造成屋内墙面、 物品发霉。

为此， 原本关系融洽的邻里积怨颇深， 多次争吵， 村委虽多

次出面调解， 均无法化解。

7 月 4 日，庄某勋一纸诉状将庄某义告上法庭，要求被告

清理胡同，恢复原状，并赔偿其房屋渗水造成的损失 5000 元。

大店法庭受理后，承办法官宋庆庆明白邻里纠纷虽“小”，但事

关当事人的幸福，更事关社会和谐政治安定。作为新时代人民

法官，不仅仅要定分止争，更应当通过化解矛盾，彻底解决当

事人的“烦心事”，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

经过长达 2个多小时明法示理、 说服教育感化， 被告终

于同意清理胡同， 恢复原状， 但不同意赔偿。 看到调解有了

希望， 法官急忙用“让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风平浪静”

“远亲不如近邻” 来教育原告， 不要因为赔偿问题继续破坏

了“金邻居” 的关系。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撞伤人

谁应承担赔偿责任

外卖小哥送餐途中撞伤他人， 应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近

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健康权

纠纷案， 法院最终判决外卖小哥的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某科技公司员工赵某在一次骑电车送外卖时， 因逆向行

驶与对向骑电车的肖某发生碰撞， 造成肖某受伤住院治疗。

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 赵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

后， 赵某先后垫付医疗费 3千元， 某科技公司所投保的保险

公司赔偿肖某 1.3 万余元。 治疗结束后， 肖某要求后续赔偿

协商未果， 遂将赵某、 某科技公司、 某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差额、 误工费等费用 4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赵某对事故的发生负全部责任，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并赔偿肖某各项损失。 事故发生时， 赵某与某

科技公司系劳务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某科

技公司为员工在某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险附第三人责任

险， 根据保险合同约定， 肖某医疗费、 部分误工费由某保险

公司承担， 剩余误工费、 护理费、 营养费等费用由某科技公

司承担。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除已付的医疗费 1.3 万

余元外， 再赔偿肖某 8 千余元， 某科技公司赔偿肖某 1.1 万

余元， 肖某返还赵某垫付的医疗费 3千元。

小伙为冲动“买单”

赔偿一万余元

年轻小伙只因为看对方不爽便大打出手， 最终付出相

应代价。 近日，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审判一起生

命权、 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件。

2021 年 5 月 5 日， 凌晨 1 时许， 罗某与杨某等人在

沙县某 KTV 包间内唱歌， 后罗某看杨某不爽， 用玻璃啤

酒瓶殴打杨某， 造成杨某顶部头皮挫裂伤、 左手第 5 指远

节指骨骨折。 杨某受伤后， 前往医院住院治疗 5天， 花费

医疗费 1477.57 元， 出院后休息了四周。 2021 年 5 月 25

日， 被告罗某到沙县公安分局凤岗派出所投案自首， 被行

政拘留八日。 因罗某与杨某在赔偿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 遂杨某诉至法院， 请求罗某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

鉴定费等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的身体权、 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 公民的身体权、 健康权受到侵害，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罗某用玻璃啤酒瓶殴打杨

某， 致使杨某顶部头皮挫裂伤、 左手第 5 指远节指骨骨

折， 其行为侵犯了杨某的身体权、 健康权。 罗某的殴打行

为是导致杨某受伤的原因， 两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罗某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罗某应赔偿杨某因受伤造成的

各项损失 13749.7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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