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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秦淮区璇子巷 108 号赵桂枝租赁证
遗失，声明作废。

如今，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
多，然而，若不加以管理或做好防
范措施，看似“安全无害”的爬行
动物，也可能会酿成大祸。

日前，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
法院披露了一起高空坠物案件。
2024年底，赵某夫妇带孩子在小
区玩耍时，一只从天而降的乌龟
砸中孩子头部，后孩子被送往医
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坠
落的乌龟系小区业主张某饲养。

事故发生后，赵某夫妇与张
某、物业公司及其保险公司等就
赔偿事宜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故赵某夫妇将上述
各方诉至武江法院，请求判令各
被告连带赔偿130万元。

法 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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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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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某作为乌龟的饲养人和所有
人，应当对赵某小孩的死亡承担
侵权责任。

至于物业公司，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
十四条“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
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
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
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的侵权责任。”的规定，只
有在其“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
措施”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相应
责任。

然而，赵某夫妇未能举证证
明物业公司存在“未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因此法院
对赵某夫妇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责
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保险公
司的责任，由于物业公司在本案

中不承担责任，因此保险公司也
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一审依
法判决张某需向赵某夫妇赔偿
128 万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不
服，上诉至韶关市中院。经韶关
市中院调解，赵某夫妇与张某达
成调解协议：赵某夫妇同意张某
分期偿还赔偿款，并给予其30天
的宽限期。

每个宠物的主人在享受宠物
陪伴的同时都必须加强安全意
识，确保宠物不会对他人造成伤
害。尤其是在高层饲养宠物，饲
养人应当加强对宠物的管理和看
护，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类
似悲剧再次发生。物业管理方也
应积极履行职责，加强对小区公
共区域的巡查和管理，及时发现
并排除安全隐患，同时加强对居
民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据南方都市报

孩子在小区玩耍，被天降乌龟砸中身亡
法院判饲养者赔偿128万元

2025 年初，南京警方多次接
到群众的报警，反映多家知名医
院的专家号一号难求，在放号的
瞬间便被“秒空”。一边是普通患
者一号难求，另一边却有“黄牛”
在网络平台大肆发布信息，公然
声称可以代挂专家号。

对此，南京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对医院“挂
号秒无”的异常情况展开侦查。
专案组首先调取了医院近一年来
的4万余条挂号记录，通过对热门
专家近一年内挂号信息的比对分

析和筛查，警方发现多个支付宝、
微信等第三方账号存在异常数量
挂号支付信息，个别账号一年支
付记录高达5000余条，远超正常
患者的就医频次。

经过进一步深度剖析，两个关
键特征逐渐浮出水面：一是同一
个 IP地址，在短时间内使用不同
身份证号高频挂号；二是多个就
诊卡绑定了同一支付账户。更令
人震惊的是，这些操作精准卡在
医院放号的时间节点，专家号源
几乎在开放瞬间“秒空”。

警方经过实测对比发现，普通
患者网上挂号，从登录系统到成
功付款，这个流程至少需要1分钟
的时间。而通过对挂号成功的代
码进行分析发现，它平均 0.02 秒
就发送一个数据包。1 分钟和
0.02秒，这3000倍的效率差距，无
疑是对普通病患的“降维打击”。

专案组经过三个多月的缜密
侦查，逐步摸清了“黄牛”通过技
术抢号倒卖牟利的黑色产业链，
精准锁定了分别以曹某、倪某、余
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

以曹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首先
浮出水面。2023年至2024年间，

“一级黄牛”钟某找到曹某，提出
让他研发一款专门用于在医院抢
号的软件，在利益的驱使下，曹某

很快答应对方，研发出的软件，能
在医院挂号系统开放的瞬间快速

“抢号”。日常，曹某作为技术人
员负责抢号；钟某作为“一级黄
牛”主要负责与“二级黄牛”联系，
寻找急需挂号的患者。这些患者
会被要求提前将个人信息输入曹
某的抢号软件，以便在放号瞬间

“秒杀”。在曹某等人的操作下，
部分医院知名专家的专家号甚至
被炒至一千余元。

随着侦查的深入，另外两个犯
罪团伙的作案手法也随之浮出水
面。以倪某为首的团伙采取“占
坑洗号”的方式，先通过网络购买
的300多个手机号码，利用抢号软
件进行抢挂“占号”，再行倒卖。
另一以余某为首的团伙也是利用
类似的定制软件的手法进行抢
号，之后定向销售这些专家号。

这些团伙涉及技术开发、号源
倒卖、线下揽客等多个环节，犯罪
网络错综复杂，形成环环相扣的
黑色产业链。

2025年 5月 15日清晨，专案
组民警分赴河南、安徽、南京等地
开展集中收网行动，3个非法入侵
医院挂号系统的“黑客黄牛”团伙
被一举捣毁，抓获犯罪嫌疑人22
人。目前，18名嫌疑人已被警方
采取强制措施，4人被治安处罚。

黄牛0.02秒就能抢到一个专家号
南京警方捣毁3个“黑客”团伙，22人落网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马锐 记
者 孙苏皖）“如果业绩不达标，我
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立下军令状
未完成，单位能否调岗降薪？6月
10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公
布一起案件，法院认为用人单位
对未达绩效且自愿接受相应结果
的员工采取调岗调薪等措施，该
调整不具有侮辱性、歧视性，不超
过合理范围，不违反法律规定，故
对原告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王某是Y医药公司销售，从专
员升到事务发展主任，再升到地
区主管，基本工资为 1 万元/月。
王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Y公司可以因生产经营的需要
或基于王某的能力及表现，合理
调整对王某的工作要求，可以依
据王某工作表现、业绩的考核结
果，适时调整王某的工资数额。

2023 年年中，王某立下军令
状，表示在上半年销售未达成指
标，如果下半年仍不能达成指标，
愿意接受任何惩罚。2023年下半
年 ，王 某 实 际 指 标 完 成 率 为
60%。因业绩未达标，Y医药公司
将王某调整为事务发展主任，基
本工资调整为7500元/月。王某
诉至法院要求公司返还克扣工资

并恢复原岗位。
Y医药公司辩称：王某未达到

预期管理目标，经指定绩效改进
计划后，仍不能胜任工作，根据
《劳动合同》约定和原告的承诺，
公司可以调整王某的岗位并进行
相应调薪。故要求驳回王某诉讼
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调岗前的
职务为地区主管，该岗位具有一
定的管理性质，要求劳动者具备
更优秀、全面的职业技能。并且，
双方《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Y
公司可以因生产经营的需要或基
于王某的能力及表现，合理调整
对王某的工作要求，可以依据王
某工作表现、业绩的考核结果，适
时调整王某的工资数额”。

王某因上半年业绩不理想，自
愿设定下半年目标，并承诺在没
有完成销售指标的情况下，愿意
接受区域和公司的处罚以及任何
处理决定。据此，Y公司将王某调
整为医学事务发展主任，基本工
资从 1 万元/月，调整为 7500 元/
月，该调整属于合理范围，不具有
侮辱性、歧视性，不违反法律规
定，故对王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判决后，王某未提起上诉。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刘松茂
记者 孙苏皖）6月10日，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检察院公布一起案件，
一男子多次吃“霸王餐”，犯寻衅
滋事罪获刑一年二个月。

2024年 11月期间，有多次盗
窃、寻衅滋事前科的刘三（化名），
接连在南京6家洗浴中心内肆意
消费。每次潇洒享受完毕，刘三
便以身无分文为由，拒绝支付费
用。经统计，他吃“霸王餐”累计
达人民币2500余元。这般恶意消
费、拒不买单的行径，让商家苦不
堪言，无奈之下纷纷选择报
警。2024年 11月，公安机关
迅速行动，将刘三成功抓获归
案。面对铁证如山，刘三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2025年3月，南京市玄武
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刘三
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遂
向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
理，法院以被告人刘三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二个月，责令退赔被害单位的
损失。

为何刘三吃“霸王餐”的行为会
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
三条规定，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
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中，有前
科的刘三明知无力支付，却故意
在多家洗浴中心消费后拒付费
用，此行为属于强拿硬要公私财
物。而且，涉及商家多达6家，累
计金额2500余元，已达到“情节严
重”的情形。因此，法院依法对其
作出上述判决。

未完成业绩指标被公司调岗降薪
法院：属于合理调整，不违法

多次吃“霸王餐”，犯寻衅滋事罪获刑

不法分子用特制“抢号”软
件，批量抢占医院专家号号源，再
以高价转卖给患者，形成一条涉
案金额超 200万元、非法扰乱医
疗秩序的黑色产业链。6 月 10
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期南
京警方成功破获这一横跨多地的
“黄牛抢号”案，3个非法入侵医院
挂号系统的“黑客黄牛”团伙被一
举捣毁，2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目前18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采取强
制措施，4人被治安处罚。

通讯员 宁宫新 周艳红 庄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元森

法官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