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慧
女，主管中药师，本科学历，工作于济阳县中医

院。
工作中，二十年如一日，始终秉持认真负责踏实敬

业的态度对待工作。勤奋好学，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
提高合理用药和优质服务，全心全意为临床和患者服

务，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认可，受到了广大患者的
一致好评。
2015年10月获得济南市首届中药专业技能大赛优秀奖；

2016年10月获得济南市药学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团体三等奖；2017
年3月被评为济南市巾帼建功标兵；2017年4月被评为济阳县卫生工作先
进个人；2011年3月被评为济阳县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本人撰写的《清燥救肺汤在肺系疾病的应用探究》一文发表于《医药
前沿》；《毒性中药及鉴别方法探析》一文发表于《大家健康》；《中药藏红花
的鉴别及有效成分的药理作用分析》一文发表于《中外女性健康研究》。

艾贻青
女，主管中药师，泰山医学院，工作于济阳县中医

院。
始终坚持工作质量第一，服务质量第一，工作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对技术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务技
术，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广大患者服务为宗旨，努力提高业

务技术水平，工作中严格按照四查十对，处方审查制度，严格操
作，发现处方中存在的配伍禁忌、剂量、规格等方面的差错，能及时与医生
联系，准确调配，认真复核，从未出现任何差错事故，为患者提供了快捷，
准确，优良的药学服务。

1998年至2012年连续多年获得济阳县中医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3年被评为“济阳县卫生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6年被济阳县中
医院评为“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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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丽英
女，主管中药师，泰山医学院，工作于济阳

县中医院。
自毕业以来一直从事药房工作，在上级领导

的关心和带领下，同事们的帮助支持下，不断加强
业务知识的学习，对工作精益求精，从一知半解转变

成一个专业知识丰富、工作能力突出，能够独挡一面的
合格的药剂人员。

1995年至1999年获得济阳县中医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3年
至2008年获得济阳县中医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10年至2014年获
得济阳县中医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杜秀丽
女，副主任中药师，本科学历，济阳县中医院中药

房主任。
工作兢兢业业，认真勤恳，严格遵守处方调配制

度，按“三查十对”处方审查制度调配药品。数年来发
放药品准确，无任何差错事故发生。

2005 年 10 月在济南市首届中药专业技能大赛中获
三等奖；2006年10月在济南市中医药传统技能大赛中被授

予“济南市建功立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2年3月荣获2011
年度全市药事管理工作先进个人。

撰写的《浅谈西洋参的鉴别》一文刊登于《生物技术世界》；《清燥救肺汤在
肺系疾病的在用探究》刊登于《医药前沿》；《谈中药剂型的改进》刊登于《科技
风》。

时元兵
男，主管中药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

于济阳县中医院。
自工作以来，在院领导及各级领导的带

领下，不断加强自身医德修养，努力提高业务技
术水平，圆满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工作兢兢

业业，认真勤恳，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高度认可。
本人撰写的《中药饮片质量管理现状及应对措施分析》

刊登在《临床医药文献杂志》；《半显微性状鉴别在中药材真
伪鉴定的应用》刊登在《医药卫生杂志》；《抗菌类中药的药
理药性及合理应用探究》刊登在《中国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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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之窗

本栏目由 主办济阳县普法教育依法治县领导小组
中共济阳县委政法委员会

□ 以案释法

借条，从古至今，大概是人们接触最多的法
律文书了，很多朋友认为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字
据了，如果您真的这么认为，那么就大错特错
了。借条中隐藏的7个陷阱，一个比一个惊魂：

一、借条用途陷阱
案例：张飞因赌博输了钱，向刘备提出借钱

以继续参赌。刘备虽知道张飞的借钱目的，仍
先后4次借给其人民币1万元，并约定了利息。
后刘备多次催收，张飞在偿还2000元后便以无
钱为由拒绝。刘备遂诉至法院，可出乎他意料
的是，法院不仅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还依照
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收缴了张飞偿还的赌博借
资2000元。刘备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解读：借款用途要合法。对于明知借款人是
为了赌博、贩毒、吸毒、嫖娼或贩卖枪支等非法活
动而借款的，法律不予保护。对双方违法借贷行
为，还可予以训诫、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
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相关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二、借条签字陷阱
案例：重庆市綦江区一男子将钱借给同事，

同事给他写了一张欠条，可欠条上落款没有写
姓名，而是写的绰号。之后，他拿着欠条去打官
司，讨要借款，最终因为未能举证证明落款处的
那个绰号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输了官司。

解读：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都要按照
身份证上的信息书写名字和身份证号码，并附

上借款人的家庭住址，同时也要仔细核实借款
人所写的住址与实际住址是否相符。在这个基
础之上，要求借款人按个手印也是万全之策。

三、借条书写留空白的陷阱
案例：董卓是一家公司的老总，和23岁的貂

蝉坠入爱河。其间，董卓陆续给了貂蝉价值27
万元的钱物，还为貂蝉买了一套单身公寓。好
景不长，今年初两人关系破裂，便坐下来协商补
偿问题。

貂蝉回忆说，董卓答应再给她11万元作为
补偿，并让她在一张写有“付现金11万”的纸条
上签了名。没想到，董卓在纸条的多余空白处写
上了“借条”及有关具体内容，并找来第三人做

“债权人”，将她告上了法庭。由于“借条”上有貂
蝉的亲笔签名，而貂蝉未能提供“借条”系伪造的
证据，法院一审判决双方借贷关系合法有效。

解读：要注意书写时不要留空白。书写内
容部分与签字盖章之间空白留的太大，容易被
持条者填写其他内容，或者将原内容裁去，在空
白处重新添加内容，由此产生麻烦。如有的持
条人事后在空白处补记“若逾期不还，借款利息
将加倍”等内容，使借款人利益受损。

四、小写借款金额陷阱
案例：刘备向曹操借款8000元，并出具借条

一份：“今借曹操8000元，三个月后归还。”三个
月后曹操持借条，要求刘备归还借款80000元。

原来，借条上“8000”与“元”之间有一定的空隙，
曹操便在后面又加了一个“0”。

解读：千万别大、小写傻傻不清楚。写借条
时只有小写，没有大写，小数点位置不准确，字
前头有空格，或者大小写不符，都会容易被持条
者添加数字或修改，由此而引发纠纷。一定要
注意：小写金额后再写大写，则一般不会出现此
类低级错误。

五、借条不写利息口头约定陷阱
案例：2014 年 10 月吕布向孙权借款 20 万

元，口头承诺每月支付两千元利息，借款期限1
年，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由于吕布经营不善，
资金周转不开所以一直没有支付利息。借款到
期后，只归还了本金，孙权要求吕布支付利息，
吕布以没有约定利息为由拒绝支付。

解读：《民间借贷新规》也对借贷利率和利
息做了说明，如果你借钱给他人，你们之间没有
约定利息是多少，借款到期后，如果他人不还利
息，你又没有证据能证明口头约定过，那只能自
认倒霉。也就是说，利息一定要白纸黑字写出
来做好约定才算数。

六、内容表达不清陷阱
案例：铁岭市民李先生介绍了事情经过。原

来，李先生3年前借给朋友3万元钱，朋友去年归
还给他5000元，仍欠2.5万元。双方将借条修改
为：“原欠款3万元，还（huán）欠款5000元。”

一周前，李先生因急需用钱而找到朋友，没
想到朋友却赖账了，并称只欠李先生5000元。

“我现在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现
在才搞明白毛病就出在这个‘还’字上。”李先生
说，原本应读成“huán”，但朋友一口咬定是

“hái”，这让他有理也说不清。
解读：这是典型的欠条存在歧义案例。双方

在借款时，借条没有表述清晰明确，并且存在歧
义，对出借人来讲非常不利。从法律上来讲，如
果对方一口咬定是“还（hái）欠5000元”这层意
思，且没有直接旁证，出借人李先生胜诉的机会
非常渺茫。借条有的字据将“买”写成“卖”、“收”
写成“付”，“借给”写成“借”，“还huan”和“还hai”
书写异议等等，都极容易颠倒，是非难辨。

七、还款时不要回借条
案例：9月7日，阳信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借款案件，被告人鲁肃向好友周瑜借款，一年内
陆续还清，却因忘记索要收条，不料周瑜去世，周
瑜妻子翻出欠条，因无其他证据证明已经还清欠
款，故被法院判决偿还周瑜妻子借款1万元。

解读：还款时，必须找对方要回借条，不能
大意。如果对方找不到借条，应让其写一张收
据留存，待日后凭依此据兑换借条或者应对借
款纠纷，这样不会留下隐患。

总之，借条也有讲究，切勿大意！
（县司法局供稿）

前不久，江苏省东台市的张大爷将三个儿子告
上了法庭。

张大爷年过八旬，妻子已过世。张大爷原本与
大儿子住在一起，二儿子早已到外地入赘，小儿子也
因为种种原因在外地生活。几年前，大儿子举家外
出工作，留下张大爷一个人在家。当时，张大爷的生
活还能够自理，地里也还有点收入，三个儿子也相安
无事。

不过，毕竟年事已高，张大爷越来越力不从
心。几个月前，张大爷生了病，生活一下子陷入了
困顿。

得知老父生病，二儿子和小儿子轮流将父亲接
到自己家中照看。当两个弟弟想跟老大商量父亲的
赡养问题时，发现哥哥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了。其
实，倒也不是打不通，而是能打通却总是不接，发短
信也不回。

老二、老三犯起了嘀咕，赡养老父倒不是问题，
但万一有个什么情况，老大不光不会承他们的情，反
而会责怪他们。老二、老三觉得，必须要跟老大当面
说清楚，否则他们也不养老父亲。

无奈之下，张大爷一纸诉状将三个儿子告上了
法庭，要求三人支付赡养费并轮流照顾，同时承担医
疗费用。

开庭那天，三兄弟齐刷刷地坐在了被告席上。
张大爷则拄着双拐艰难地挪进了法庭。

毕竟是赡养纠纷，征求意见后，我组织双方调
解。三兄弟均表示同意调解，但老大要求在调解
之前要算算自己赡养母亲并为母亲操办后事的
账。

听到这话，张大爷怒不可遏，称老妻过世大部
分都是自己出的钱，老大根本没出什么钱。老二、
老三也认为母亲在世时自己尽了孝道，且老大继
承了家产，应该更多地尽赡养义务。父子四人吵
作一团。

我制止了双方的争吵，告知他们仅就张大爷
的赡养问题进行调解。经过了解，得知张大爷的
承包地已被大户承包，每年有近5000元的收入，他
的所需仅仅是有三餐果腹，有张床睡觉而已。说
得更直白一点，即使有钱他也没地方用去。

不过，就是这每年近5000 元的收入，却让三兄
弟心里有了隔阂，这钱给谁都觉得是占了便宜。

经过再三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三兄弟
轮流照顾张大爷，两个月一轮换；张大爷产生的医疗
费用由三兄弟各承担三分之一；张大爷的收入先存
着，留待他过世后用作丧葬费，如有不足，由三兄弟
各承担三分之一。

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对张大爷的儿子们而言，仅仅要求他们“老吾
老”尚且有纷争，怎么还能要求他们能“以及人之
老”？但愿天下老人不再有张大爷的窘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刘先生咨询：自己在和女友
谈恋爱期间曾给她买了电脑、手
机、项链、衣物等一批贵重物品，
现在两人分手了，恋爱期间给她
买的东西还能要回来吗？

答：恋爱期间互赠礼物，非常
普遍，分手时导致后续纠纷也不
少。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恋爱期互赠小礼物。恋
爱时互赠小礼物、小礼品，分手时
索回的，法院不予支持。

二、恋爱期赠与贵重物品。
恋爱期间赠与贵重物品，双方分
手时，可以索回。这种赠与实质
上是一种默示的附条件赠与，即
附加了结婚的暗含条件；如果双
方婚前分手，即该条件未能成
就，一方仍占有该贵重财产就没
有法律依据，构成法律上的不当
得利。

三、恋爱期赠与“彩礼”。恋
爱期间赠与彩礼（民俗意义上的
彩礼），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的规定，（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的；以上三种情况应当返还。结
婚后再离婚的，有权不予返还。

四、恋爱期间“承诺”赠与。
恋爱期间，因为一时激动或被爱
情冲昏头脑，挥笔写下《赠与XX
协议》等书面协议，承诺赠与，但
后来因意外分手，受赠方并未实
际获得赠与的，即便双方签署过

《赠与协议》，法院也不再支持该
赠与关系。因为《合同法》第一
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赠与合同》
是“要物合同”，在实际赠与之
前，赠与方可以撤销赠与。

如果恋爱期间承诺赠与房
产这种重大财产，后来分手或婚
后离婚，如何处理？在这一点
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和《合
同法》是一致的。《婚姻法司法解
释三》第六条规定，“婚前或者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
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
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
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
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
法 第 一 百 八 十 六 条 的 规 定 处
理”，即可以撤销赠与。

（县司法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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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故事

张大爷与
三个儿子的纠纷

□ 每周一问

恋爱期间赠与财物，
分手时如何处置？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在校中学
生的法制及安全防范意识，县公安局
城区派出所积极组织民警开展法治
进校园活动，切实维护学校治安稳
定。近日，城区派出所民警应邀到实
验中学，给广大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制课。
法制报告会上，民警结合发生身

边的案例，深入透彻地向广大师生学
生讲述了触及较多的《刑法》、《治安
管理处罚法》的条款，分析了青少年
犯罪的原因和预防的措施，告诫青少

年学生一定要牢固树立法律意识，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法制报告会受
到实验中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会
后，师生普遍感到深受教育，受益匪
浅，法制报告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县公安局供稿）

县公安局深入校园举办法制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