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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只伤人，主人先承
认，后否认为其所养

今年 6 月的一天早上，租住于
宁海县某村村民家的王某刚走出家
门，一条黄狗突然窜了出来，没等
王某反应过来，黄狗就在他腿上咬
了一口。王某一边捂着伤口，一边
呼救，同时看到肇事狗逃窜进了邻
居李某家中。听到王某呼救的房东
急忙赶来，其在察看了王某的伤情
后，将狗伤人的事情告诉了李某的
妻子。

之后，李妻委托王某的房东向
王某转交了 400 元医药费，让王某
先去打疫苗。在结束几天的治疗
后，王某经过统计，确定共花医药
费 1600 余 元 。 事 后 ， 他 找 到 李
某，要求对方支付剩余的医疗费
用，却遭到拒绝。李某的理由是，
咬伤王某的狗并非其所有，王某应
该找真正的狗主人赔偿。李某无奈
之下，将李某告上了法院。

由于双方当事人系邻居，且此
案并不复杂，为此，承办法官决
定对双方开展调解工作。但调解
并不顺利，被告李某始终否认肇
事狗为其所养，并强硬表示，除
非王某提供证据证明咬人的狗系
自家所有，否则坚决不予赔偿。

原告王某表示，他被咬伤后，
李某的妻子马上委托房东转给他
400 元 医 药 费 ， 如 果 不 是 自 家 的
狗，不可能有此举动。虽然当时
没有拍到咬他的狗的照片，但这
条狗确实进了李某家，从情理上
判断，伤人的这条狗肯定为李某所
有。

不是自家的狗，为何
第一时间给了医药费？

被告李某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此狗为其所有，但其妻在第一时间
委托房东转给王某 400 元，按照常
理，如果此狗真不是李某所养，那
么其妻的这一行为就不合常理。为
此，承办法官决定换一种调解思
路，他询问李某，其所养的这只狗
过去是否有袭击他人的经历。李某

承认两年前该狗曾咬伤别人，但他
同时表示，他自己和家人也曾被狗
咬伤过，而打预防针根本用不了这
么多钱，多次暗示王某的医疗费用
明显过高。

了解到症结所在后，承办法官
趁热打铁，细致耐心地对李某释法
说理：狗狗天性使然，比较认主，
跑回哪家一般就是哪家的狗，再
说，邻里街坊的也不会因为这事故
意栽赃。虽然王某因为注射了蛋白
针导致总体医疗费用偏高，但其被
你家狗咬了是事实，承担医药费也
是情理之中。李某对法官的话表示
认同，委婉表明这只狗与自己有关，
但希望能和对方就费用问题进行协
商。

之后，在法官的积极调解之下
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当
场交付了 600 元现金，王某也提出
了撤诉申请。

【说法】
我国《侵权责任法》及即将施

行的《民法典》均规定，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
减轻责任。然而本案中，原被告双方
争论的焦点并不集中于被侵权人是否
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上，而在于狗
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饲养关系。

我国饲养宠物狗的现象十分普
遍，尤其在农村，住户往往采取放
养的方式，任其游荡在村子各处，
从形态来看没有区别于野狗的显著
特征，加之监控设备并未普及等原
因，没有视频等证据支撑，仅凭被
侵权人单方的证词，法院往往很难
对该法律事实进行认定。

作为路人如果受到犬类攻击，
留存一定的证据材料，对事后维权
十分重要，可以采取拍下“肇事
狗”的影像资料，或者邀请狗主人
与自己一同前往防疫站接受治疗等
方 式 ， 一 旦 对 方 到 时 候 不 “ 认
账”，可以此作为证据。

另外，《宁波市养犬管理条
例》 已于今年 6 月起正式开始施
行，广大养犬市民应自觉遵守，切
实担负起监管责任，提升文明养犬
的意识，除了及时给宠物犬注射疫
苗，并对宠物犬尽到看管责任外，
外出遛狗时更要拴好绳子，避免自
家宠物犬伤及他人。

被狗咬伤被狗咬伤
狗主人不承认怎么办狗主人不承认怎么办？？

对于企业破产 实 施 的 执 行
分配，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工资
属于优先受偿的债权，但这个
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规，却
被别有用心者当作了获得不义
之财的途径。

胡某、朱某是江北某机械公
司的财务人员，2016 年底，公
司经营陷入困难，厂房被拍卖，
公司因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为了
在接下来的破产清算中多得财
产，两人精心谋划了一场骗局。

这家公司在破产前因经营不
稳定，导致员工进出频繁，为
此，胡某整理出一份 2016 年 1 月
至 7 月的 38 个员工名单，实际
上，名单里的部分员工早已不在
公司上班或已结清工资。

担任会计的朱某按照这份名
单伪造了一份 《工资汇总表》，
为 了 让 汇 总 表 看 起 来 更 “ 真
实”，两人还精心伪造了工资清
单、考勤表等材料。

接着，朱某以员工代表的身
份参加了劳动仲裁，仲裁部门的

裁决生效后，又立即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参与公司破产清算，
优先分配到共计 58 万元的“虚
假”劳动工资。

但之后，办理该破产案件的
法官在 《工资汇总表》 的签名上
发现了疑点。为此，法官向工资
单上的王某等员工了解情况，他
们表示，并未在工资单以及仲裁
相关材料上签过名，员工工资单
上的工资情况不属实。至此，办
案法官判断该案有虚假诉讼的重
大嫌疑，随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近日，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这起涉嫌虚假诉讼案。根据
两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依法判处胡某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
元；判处朱某拘役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据了解，这也是江北法院判
处的首例以虚假诉讼罪定罪量刑
的案件。

（凌宇磊）

伪造单据参与破产清算
获取58万元“工资”

两财会人员虚假诉讼获刑

【问题】
来自江西的胡先生到鄞州一家

公司应聘，公司表示，如试用期内
不符合录用条件，将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对具体的要求却没有作全
面、翔实的告知，而是含糊其词、
泛泛而论。近日，在三个月试用期
将到期时，该公司在没有进行必要
考核的情况下，凭主观臆断，便以
胡先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决定
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对此，胡先
生问，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规定，
他能否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说法】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规

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
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但在该公司与胡先生的
这个纠纷中，公司的做法涉嫌对该
法律条文的滥用：一方面，公司对
录用条件的设立、运用不符合对
应要素。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根
据本单位生产、经营、工作的特
点，要求录用的劳动者符合某一
职位的具体要求所包括的全部条
件，是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劳动
者的最终标准和在试用期间用于
考察劳动者的依据，也是劳动者
应聘时的参考。简而言之，录用
条件不但是用人单位判断劳动者
在试用期间是否合格的标准，也
是劳动者在试用期间的行为准则。
正因为如此，决定了用人单位所制
定的录用条件，应当符合以下要
素：必须与劳动岗位有关联；必须

合法；必须予以明示；内容必须明
确具体。

结合本案，可以发现公司主张
的录用条件明显与之相违：在招聘
时没有全面、详实地告知应聘者；
内容抽象化，主观随意性大，可操
作性差。另一方面，公司应当承担
举证不能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 第六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
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
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
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
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
位负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相
关司法解释也规定，法院“在作出
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的后果。”在本案中，公司没有
设置明确的对应录用条件，也没有
经过必要的考核，仅凭主观臆断，
便决定解除与胡先生的劳动合同，
无疑当属未尽举证义务，自然必须
承担不利后果。根据 《劳动合同
法》 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
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也就是说，公司应当额外向
胡先生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赔偿
金。

（梅生）

（以上说法为作者个人观点，
非司法结论，仅供参考）

单位以不明确的录用条件解聘试用期员工，
应承担什么责任？

今年 5 月的一天，王某与朋
友一起到宁海一家小吃店吃夜
宵，没想到在吃腊肠时，咬到了
一块铁片，把一颗牙齿崩断了。
之后，王某的朋友立即拨打了消
费者投诉热线，小吃店老板张某
则向王某致歉，并作出“牙肯定
要修，医药费肯定会出”的口头
承诺。

事后，王某前往一家私立口
腔医院修补牙齿，共花去医药费
4800 元。当他联系张某协商赔
偿事宜时，张某却以“费用过
高”为由予以拒绝。多次协商无
果，王某向宁海法院起诉。

本案审理时，被告张某辩
称，自己确实承诺过赔偿，但王
某就医时，没经自己同意，擅自
使用进口的医疗器械，导致整体
费 用 过 高 ， 表 示 只 愿 意 赔 偿
1000 元的医疗费用。

法官认为，此案更适宜以调
解方法解决。

根据调查获得的信息，目前
公立医院补牙的费用在 2000 元
左右，由于器械、材质不同价格
会有上下浮动。本案中的原告王
某自行前往私立医院就医，并且
选择了 10 年保修期的修补牙齿
项目，在法律上超出了合理性和
必要性。但被告只愿赔偿 1000
元，也与实际情况不符。经过法

官的工作，双方最终达成赔偿
1500 元的协议，张某当场向王
某支付了赔偿款，王某撤回了诉
讼。

【说法】
根据我国《侵权法》相关规

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
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
用，但如何进行赔偿，需要经过
相应的程序，有充足的依据和证
明。在本案中，王某在张某店内
消费时意外磕坏了牙齿，理应获
得赔偿，但其在未与对方协商的
情况下，自行前往私立医院就
诊，又在选择医疗器械时使用了
进口材质，其费用明显超出了普
通适用型的价格，并非法律允许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支出，不但遭
到对方的质疑，而且，也不符合
法律规定。

如今，消费纠纷时有发生，
作为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如遭
受人身权益的损害，必须按照法
律规定规范就诊，合法、合理维
权。而作为经营者，必须高度重
视消费者的权益，在出现消费纠
纷时，应积极回应消费者的合理
诉求，如果无法与对方达成一致
意见，应尊重法律。

（郑珊珊）

吃夜宵磕掉牙，补牙花了4800元

饭店经营者如何担责？

余姚的许女士养了一只泰迪
犬作为宠物，今年年初的一天，
有一只黑犬突然出现在许女士家
门口，它在见到泰迪犬后立即扑
上去撕咬，泰迪犬发出一阵惨
叫，然后挣扎逃脱，但已被这只
黑犬咬伤。之后，许女士将泰迪
犬送医治疗，共花去医治费用近
6000 元。事后，许女士找到黑
犬的主人朱先生理论，朱先生承
认自己没有拴绳，但拒绝承担责
任，为此，许女士将其告上了法
庭。

今年 5 月，法庭审理此案。
朱先生辩称，许女士治疗泰迪犬
费用虚高，且从许女士提交的视
频证据来看，只能看到两只狗互
相追逐，并不能证明黑犬咬伤了
泰迪犬。

法庭调查后认为，视频中泰
迪犬被黑犬咬住，挣扎后脱身，
其受伤的部位与被咬住的部位相
同，足以认定泰迪犬的伤情是黑
犬造成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被告朱先生作为饲养人和
管理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最终，法庭判决朱先生赔偿
许女士近6000元的治犬费用。

文明饲养动物，应成为公民
的基本素质。动物饲养人、管理
人对其饲养的动物可以宠爱，但
必须严管，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
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害和
影响他人生活和人身财产安全，
否则饲养人、管理人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黑狗咬伤泰迪犬 主人赔偿六千元

相关案例

狗咬伤邻

居，狗主人先

付了一部分疫

苗费用，之后

却 翻 脸 不 认

狗，并拒绝支

付 剩 余 医 药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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