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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郭小雨) 近日，阳光100城
市丽园的业主郭先生向本
报反映，自3月开始装修至
今，他家的天花板共漏水
三次。7月25日，郭先生发
现家中卧室的床垫因漏水
洇湿损坏。郭先生向物业
多次反映，问题至今仍没
有得到解决。

记者来到业主郭先生
的家里发现，大卧室南侧
天花板出现部分墙皮脱落
现象，裸露出水泥墙面，床
垫上方放着一个装有掉落
墙皮的盆。

“我从今年3月份开始
装修房子，大约是4月份，
卫生间顶上漏了一点水，
第二次是5月初，房子刚装
修不久，厨房吊顶漏了一
部分水，这些都擦干净解
决了，后来也不漏了。可7
月份房子装修好了晾了一
段时间，下了一次雨之后，
7月25日我来家里看，就发
现卧室天花板的墙皮已经
掉了，床垫上掉了一大片
墙皮。”郭先生说。

“我去楼上看过，他们
的房子改成了集体宿舍，住
着几位民工。”郭先生说，目
前他与楼上就天花板修补
的这一部分钱一直没有解
决。“我怀疑旁边的地板也
进了水，让物业帮我打开地
板查看一下，但是物业跟我
说，如果检查到没有进水，
这个费用由我家来出。这个
房子是给孩子准备的婚房，
谁家出了这样的事也很让
人犯难。”

记者来到阳光1 0 0城
市丽园物业公司，物业工
作人员表示：“我们去楼上
楼下分别查看了情况，排
除室内漏水，可能是由于
前段时间下大雨，再加上
房子久了可能出现窗户用
胶老化，雨水从窗户里漏
进去，漏到了楼下，这个情
况之前80号楼、81号楼都
出现过类似情况。作为物
业，我们尽量为双方协商
解决，经物业了解，床垫的
赔偿已经协商好，楼上住
户愿意按照市场价1548元
赔付，但是在天花板维修
的费用上，郭先生坚持要
6 0 0 元，而楼上住户觉得
600元太高，他们愿意自行
够买涂料并保证质量为郭
先生修补好天花板墙面，
并许诺2年保质期。在这个
问题上郭先生没有同意。”

物业表示，接下来会
继续和两户居民做进一步
沟通协商，“我们希望双方
都能往一个方向走，这件
事就是僵在 6 0 0 元钱上，
双 方 都 同 意 的 话 就 解 决
了。”

山东荣合律师所齐志
英律师说，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好的方法有两个，“第
一个是双方找到两家装修
维修公司公开报价，确定
具体价值，取价格低者进
行维修工作。第二个是共
同委托机构，找专门的鉴
定机构评估。双方尽可能
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
避免浪费较多的财产和精
力。”

一角钱到底能不能花出去？
在菜市场多数选择抹零或移动支付，个别超市找零时会给糖

看似“不受待见”且“闲置无用”的一角钱，其实都包含在我国现在所流通的合法货币
中，中国人民银行在7月13日出台整治拒收现金公告。记者调查东营市场发现，一角钱在现
实中必不可少，但是找零的方式正在增加，个别超市甚至在找一角钱时选择了找一块糖。

本报记者 聂金刚

一角钱“不受待见”

多数商贩收钱时会抹掉

原本菜市场、早餐店、
超市等场所使用一角钱比
较频繁，但是记者对一角钱
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发
现，这一情况早已不复存
在。

7日上午11时15分，记
者来到金水农贸市场，在一
家菜摊买菜，蔬菜总价格是
12元1角。还没等记者开口，
商贩直接说“给12元就好”。

将零头抹去的不只是
这位商贩，隔壁的一位商贩
直接将三角钱抹去。该商贩
介绍，原先找零十分麻烦，
需要准备一堆硬币，携带不

方便，准备时还很费时间，
“去银行排半天队，就为换
一堆零钱，有这时间不如干
点别的事情。”

在一家水果摊，记者购
买了一个西瓜，需要支付
10 . 2元。记者拿出两枚一角
零钱时，水果摊老板只收了
10元。水果摊老板说，一般
购买水果的都是小区里的
老客户，偶尔多出几角钱，
他都是选择抹零，“自己收
了也很少花零钱，还不如送
个人情，还能拉个回头客。”

记者走访了菜市场、水
果摊、早餐店和超市等场所

后发现，目前售价标签中带
“1角”的商品非常少，最少的
计量单位大多是“5角”。现在
买一个馒头需要花5角，甚至
原先标价5角钱的雪糕现在
都提了身价，标价1元了。

目前，东营使用一角钱
最多的场所是超市，使用量
比较大。“大多数都是商品
累计叠加后的价格出现一
角钱，单独用一角钱能买的
商品基本不存在，也就还能
买个小号的购物袋。”一位
超市的收银员表示他们经
常使用一角钱，不过一般不
收纸质的一角钱。

>

个别超市

找一角零钱用糖代替

虽然一角钱是通用货
币，但是在银行布点少、超
市找零需求量大的农村，个
别超市使用“找糖”来替代

“一角”等找零，找几角钱就
给几块糖。不过这些找零用
的糖都是“杂牌子”，大多数
顾客都会存着，等下次购物
有零头时再给这家超市。

一角钱使用“不受待
见”，其实与移动支付越来越
方便有很大关系。运河路一
位卖油条的商贩表示，自从

移动支付广泛使用后，他很
少收到现金。为了方便，他特
地制作了微信和支付宝的收
银牌，方便顾客付款。

“有时候也会收到一角
的零钱，大多是老年人。”一
位菜贩说，很多老年人使用
的不是智能手机，无法选择
移动支付，只能使用零钱。

沂河路上一家小型超
市老板介绍，使用移动支付
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在顾客
移动支付时不错过收钱，他

特地将手机收款设置了声
音，只要是收到手机支付的
费用都会提示“微信收款**
元”。

“现在地上有一角钱，很
少有人去捡。”市民王女士对
目前的支付方式比较满意，
市区所有菜市场都可以用手
机支付，哪怕只是买了一把
青菜；用餐、叫外卖，只需刷
刷手机就可以买单；出门租
辆公共自行车，打个出租车，
也都可以手机支付。

>

格相关新闻

央行出台文件整治拒收现金情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现金
对于商家拒收零钱的

行为，7月13日，央行专门
出台了一份文件整治拒收
现金的情况。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公告称，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
币，包括纸币和硬币，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
式拒收现金，依法应当使
用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情形
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公告

也表示，在接受现金支付
的前提下，鼓励采用安全
合法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保障人民群众和消费者在
支付方式上的选择权。“经
自愿、平等、公平、诚信协
商一致，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方式、无人销售方
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履
行法定职责，且不具备收
取现金条件的，可以使用
非现金支付工具。银行业
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

构不得要求或者诱导其他
单位和个人拒收或者采取
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

此外，公告明确称，任
何单位和个人存在拒收或
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
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
当自本公告公布之日起一
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期
限届满后仍然存在上述违
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会同有关
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婚房的天花板漏水

赔偿何时能解决？

郭先生家里天花板墙
皮掉落。 本报记者 郭
小雨 摄

郭先生家里损坏的床
垫。 本报记者 郭小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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