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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事·热线

这些生活中的剧情正在上演……

阅读提示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电视剧里的情节，出现在了景宁的一条
黄泥小路上。 被告人潘某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叶海龙

本报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
此路，留下买路财！ ”原本是电视剧里的桥段，没
想到类似的情节， 却在景宁的一条黄泥小路上
真实上演。

日前，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了一起涉嫌“寻衅滋事罪”案件，被告人潘某因
在门口道路上采取摆石头、 站在路中央不让车
通过的方式索取过路费而被判刑。

2006-2007 年，被告人潘某家门前的 341 平
方米土地被征用， 潘某分别在补偿清单和登记
表上签字， 补偿款存折已办理好放在该项目工
程指挥部。 然而事后潘某认为征地单价太低，房
屋旁的道路也属于自己，却没被征用，故拒不领
取征地补偿款。

2014-2019 年，潘某以“该道路土地属于
自己，蔬菜被过往车辆压坏”为由，在家门口
的公共道路上，不定时拦截过往车辆，并向对
方索要“赔偿金”。 期间，潘某先后 6 次拦截某
果蔬基地运输车索要过路费； 堵截防洪堤工
程承包人夏某运送砂石料的车辆， 夏某为了
赶工期不得不支付了 6000 元才被“准予通
行”； 多次拦截某清洁服务公司的垃圾运输
车，并口头威胁驾驶员，致使该村多次发生生
活垃圾堆放在河道旁无法清运的情况。 同时，
潘某还多次对其他过往车辆进行拦截， 后因
亲友说情或因司机强硬反抗而作罢。 经统计，
潘某强行收取过路费共计 19500 元。

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
为， 被告人潘某强拿硬要他人财物， 情节严
重，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鉴于潘某有自首

情节，并将违法所得 19500 元退还受害人，可从轻
处罚。 最终该院判决被告人潘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被告人潘某当庭表示
悔罪、认罪。

剧初：房屋被征用，但屋旁属于自己的道路没被征用，不爽
剧情：景宁黄泥路上惊现“路霸” 几年间拦路收费 19500 元
剧终：“路霸”潘某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半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章韶兵

本报讯 见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学习压力大，
一位来自龙游的父亲林某， 居然专程跑进遂昌
大山里捉石蛙，想给女儿补身体。 结果，在抓获
17 只野生石蛙后，林某自己也被遂昌警方抓获。

近日， 遂昌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林某非法
狩猎野生动物案在遂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40 多岁的林某有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见
女儿学习压力大，又听说野生石蛙能补身体，于
是他便从龙游赶到遂昌捉石蛙。 5 月 12 日晚，
林某独自一人来到遂昌县北界镇苏村山溪内，
使用便携式可充电电瓶和 LED 头戴式电筒照明
方式，徒手捕蛙 17 只。 5 月 13 日凌晨，林某带
着“战利品”下山，在苏村公墓停车场被遂昌县
公安局民警抓获。

经鉴定，林某捕获的石蛙为国家“三有”野
生保护动物、 浙江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棘
胸蛙。 5 月 14 日，这 17 只棘胸蛙已全部被遂昌
县森林资源管理总站放生。 林某归案后，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并认罪认罚。

最终，法庭认定林某构成非法狩猎罪，并处
罚金 8000 元。

剧初：见读高中的女儿学习压力大，心疼
剧情：听说野生石蛙能进补，龙游男子赶到遂昌捉石蛙，被捕
剧终：17 只野生石蛙全部放生，并处罚金 8000 元

□ 记者 蓝倞 通讯员 刘逍

本报讯 7 月 9 日上午， 丽水站派出所民警
接旅客报警称一名老人在丽水高铁站售票处找
不到回家的路， 向民警求助。 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发现一名 60 多岁的老人在丽水高铁站售票
处内游荡，且目光呆滞、语无伦次。 经过交谈，民
警基本确定老人是不慎走失， 独自来到了丽水

高铁站。
民警在老人随身物品中找到了一张身份

证和一本记录着电话号码的小本子， 身份证
是老人自己的， 显示老人姓李，1953 年出生，
是里东村村民。 民警试着拨通了本子上的电
话号码，接电话的是里东村党支部书记。 据他
介绍，老人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已经不是第一
次走失了，为防止老人走失，村里特意制作了

这个信息联络本让老人随身携带。 村支书请民警
护送老人坐上 301 公交车， 因为 301 公交车可以
直达他家门口。

随后，民警驱车将老人送到了公交车站，扶老
人坐上 301 公交车， 并向公交车司机和村支书通
报了老人的情况，确保老人能平安回家。

12 点 30 分，村支书打来电话告知民警，李老
汉已经平安到家。

剧初：孤寡老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向民警求助
剧情：关键时刻随身信息本派上用场，民警联系上村支书
剧终：当天中午，李老汉平安到家

□ 记者 麻东君 通讯员 郑雨薇 余启明

本报讯 家住遂昌县妙高街道的小王研究
生毕业，7 月 7 日下午， 她接到一个自称是邮政
快递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核实了小王的姓名
后，告知她前几天网购的一箱牛奶丢件了，公司
将给予她十倍赔偿。

“前几天我确实花了 49 元在电商平台购
买了一箱牛奶， 便毫不怀疑地添加了对方的
微信。 ”据小王回忆，加了“邮政小哥”的微信
后， 对方告诉小王， 公司赔款是有规范流程
的，需要小王先将 490 元转到公司账户，到账
后他们会返还的。 随后，对方发了一个付款二
维码给小王，毫不设防的小王当即付了款。

“此后他一直让我再转 490 元，我转了 13 次
后，收到了一条 5000 元到账银行卡的短信，我以
为赔款到账了，结果对方又让我继续转，先后转
了 43 笔 490 元、共 21070 元给对方。 ”此时，小王
才发现那条收款 5000 元的短信是个人号码发来
的，并非银行短信，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赶紧报
了警。

剧初：研究生毕业的小王网购一箱牛奶，还未收货
剧情：接到电话称牛奶丢件，愿给小王十倍赔偿，但要走流程
剧终：转了 43 笔的 490 元后，小王发现上当报了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