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经营着一家童
装店，每天都会面对很
多孩子，我很喜欢看到
他们穿上新衣服开心的
样子。”提起想捐100件
新童装给贫困儿童的初
衷，叶女士笑着说道。

叶女士想捐衣服给
贫困儿童的想法，两年
前就有了。当时她参加
了捐助贫困山区儿童的
活动，给孩子们带了一
些书籍和衣物。“当那些
孩子捧着土鸡蛋和特产
欢迎我们时，我就下定
决心，以后有能力了，一
定还要帮助贫困儿童。”
这个多年前的心愿，叶女
士现在终于能实现了。

若您需要，请提前
拨打65255066联系叶女

士，然后到西工区八一
北路童颜屋记童装店领
取，每名市民限领一件。

您想给家里的旧衣
找个家吗

近日，洛阳晚报记
者接到许多热心市民想
捐旧衣的电话。

为此，我们联系了
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该中心欢迎市民捐
旧衣，并将把旧衣送到
贫困地区。若有闲置衣
物，您可打 65969920 或
15896686778 联系该中
心的负责人郭女士，也
可直接把衣物送往洛龙
区太康路勤政苑9号楼
101号。

大家 帮大家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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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亮 文/图

近日，如何要债让周女士很苦恼。9年
前，周女士在伊川县开了一家超市，几年下来，
共“赚”了十几万元的欠款。周女士多次追债
后，欠债人终于答应每年还1000元或每月还
200元。周女士说，她的儿子今年13岁，她的
账得29年才能要完，那时孙子可能都成年了。

【郁闷】店没了，十几万元的欠款还在

2004年，周女士和姐姐在伊川县开了一
家大型超市，由于姐妹俩精明能干，超市的生
意一直挺红火。

周女士说，对于采购量较大的单位，她都
先开发票，让他们随后付款。超市刚开张时，
她们和客户不熟，客户买完东西没多久，就会
将款项付清，很少碰到赖账、拖账的情况。

可多次打交道后，很多采购人员和她们熟
识了。“因为之前结账都很顺利，所以，他们有
时拖延，我和姐姐也没在意。”周女士说，因为
这些都是关系户，她也不好意思催债，每次追
问采购人员时，他们都回复“近期结账”。

2011年，周女士和姐姐的店因为资金周
转不济关门。更让她们郁闷的是，店没了，十
几万元的欠款还没要回来。

【发愁】这些账，她得要29年

近日，周女士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文件夹，
里面零零散散地夹着20多张欠条，有些欠条
上还盖有公章。洛阳晚报记者发现，这些欠条
大多是2009年到2011年的。周女士说，欠款
共有十几万元，这两年，她常找欠款负责人讨

债，但对方总说资金紧张。今年年初，有关部
门把部分欠款的当事人和单位叫到一起，和周
女士商议了一个还款计划，每年还1000元或
每月还200元。

周女士无奈地说：“最大的一笔欠款才2.8
万多元，可我要讨29年，那时，孙子可能都成
年了。”即便如此，除了今年5月拿到的200
元，周女士再没收到其他欠款。

【提醒】欠条上最好出现这几个要素

打欠条时要注意哪些方面？“晚报律师帮
帮团”成员、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说，
欠条好比一张简单的合同，如果双方发生纠纷
要诉诸法律，欠条就是必要的证据。双方达成
借款协议后，最好把欠款原因、时间、地点、利
息和还款期限等写在欠条上。

谢亮说，如果以单位名义打欠条，则须加
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打欠条，最好让欠款
人在其签名上摁手印。

谢亮提醒，若到了还款期限，债主一定要
及时向欠款人索要欠款，以防超过诉讼时效，
这种纠纷的诉讼时效一般为2年。

【支招】欢迎您致电，分享好办法

为避免麻烦，很多商家都“概不赊账”。但
熟了之后，这块牌子可能就不管用了。周女士
说，欠款者都是熟人，她不想撕破脸皮通过法
院解决问题，也许对方资金确实紧张。

亲爱的读者，您有成功合法讨债的经历
吗？小超市如何才能做到“概不赊账”？欢迎
您在新浪微博或者腾讯微博上@洛阳晚报，或
拨打15236297591分享您的经历或妙招。



100件新童装
她想送给有需要的孩子

晚报 帮帮团

开了7年超市，换来十几万元的欠款，她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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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帮帮团 刘 亮 15236297591
小人物 大梦想 王若馨 18637981889
你问TA答 王 雨 18638368172

QQ群号 320864870
记者跑腿 连 漪 13937937051做买卖

怎样才能让熟人“概不赊账”

报道 回音

近日，“小爸爸”潘
治国带着6名自闭症儿
童，和他们的家长一起来
到洛阳美术馆。“孩子们
知道来拿礼物，可兴奋
了，他们中有很多都是
第一次收到礼物……”
拉着崔海莲的手，潘治
国这样对我们说。（自闭
症儿童办画展的故事详
见本报7月2日A17版、
8月13日A15版、8月16
日A22版等）

“我们给 6 个孩子
各买了一套价值200元
的文具，剩余的6000元
钱，我们给每家办了一
张 1000 元的购物卡。”
看着这些自闭症儿童，
洛阳美术馆办公室主任
付爱文眼中满是爱意。

当孩子们从洛阳美
术馆馆长文柳川手上接
过礼物时，一个个笑得
合不拢嘴。一拿到那套
带画笔的文具，崔海莲

就再也不舍得放
下。“海莲，喜欢这
些礼物吗？”潘治
国蹲在她身边，笑
呵呵地问。海莲
昂起头，眼睛眯成
了一条线，双手则
紧紧抱着礼物。

“谢谢《洛阳
晚报》，谢谢洛阳
美术馆，是你们帮
孩子们实现了梦
想，我想他们一生
都会记得……”潘
治国动情地说。

 

拿到礼物，“星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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