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陈浩）几天
前，上海动物园一只散养的鹈鹕
在试飞途中迷路，最后越飞越远，
在约 !" 公里外的奉贤区庄行镇
新叶村黄浦江边逡巡，最后被一
名热心村妇救下。经过当地派出
所的爱心接力，这只国家二级保
护鸟类终于回到了它的“家”———
上海动物园天鹅湖。

几天前，家住庄行镇新叶村
的米阿姨在黄浦江边散步时，突
然看到一只“怪鸟”在岸边水草丛
中左顾右盼。它看上去有点焦虑，

顾不上水中觅食，一个劲地东瞧
西看，还不时长鸣。“怪鸟”身高约
#米，嘴巴又尖又长，足有 $%多厘
米，最有特色的是尖嘴下面的大
皮囊，略成红色。“看上去像一只
鸬鹚。”米阿姨设法将大鸟逮住，
并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怪鸟”戴有一个脚环，脚环

上一组编号中有 "&#字样。据此
判断，这应该是一只“户口”在上
海的鸟，且被人工豢养，第一推断
是上海动物园。

昨晚，记者从上海动物园动
物繁育保护科负责人徐先生处了
解到，这只鸟确实是公园豢养的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鹈鹕。该

园共有鹈鹕 !%多只，散养在公园
天鹅湖中。按惯例，鹈鹕被放入天
鹅湖中饲养时，其“飞羽”被做小
手术，限制飞行。可能时间一长，
飞羽又长好了，它在试飞途中遇
到空中气流，迷失了方向。另一个
可能是，这只鹈鹕是一只亚成体
鹈鹕，还未成年，迷失后找不到回
家的路，所以才会一路飞到约 !%

公里外的黄浦江边。他表示，鹈鹕
走失现象尽管有，但比较少见。
“今年以来是第一例。”目前，园方
已经派人将鹈鹕接回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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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占路设摊"

昨晚 !时# 读者刘先生来电
反映，嘉定区江桥镇鹤望路 $'(弄
门口小摊贩占路乱设摊现象严重，
给附近居民出行造成困扰。

!深夜飙车扰民"

昨晚 "#时#读者赵先生来电
反映，浦济路桥、海防路及西苏州路
等路段，最近每晚都有人飙车，噪声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陆常青 屠仕超 整理

自称试营业
开不出发票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宜
山路 !((号的光启城时尚购物中
心，从资料上获悉该购物中心于
今年 (月底开业。在读者投诉较
多的“百粥乡”，记者以消费者身
份询问用餐后是否能开发票，店
家表示“试营业阶段不能开”，并
称是“已经申请了，但机器还没拿
到。”见记者坚持，对方随即表示
如果确有需要，可以过一两个月
凭小票来店换取发票，但具体什
么时间可换目前说不准。“我家离
这里比较远，可以快递吗？”面对
记者的要求，店家表示无能为力。

另一家“七欣天迷宗蟹”店，
虽然已经开业约一个月了，但店家
同样称现在为试营业阶段，开不出
发票，消费者只能过段时间再来
店里换取。了解到这家店为连锁
店后，记者询问是否可借别家分
店的发票使用，对方表示“虽然

是一个公司，但账务是分开的，所
以不能开。”

随后，记者又在光启城内随
机选取了几家商家询问，发现有
多家表示目前不能开具发票，而
理由毫无例外的都是“试营业”。
品尚豆捞店表示，无法开具机打
发票，但如顾客实在需要，可以提
供手撕定额发票。此外，也可向其
他连锁店借用发票，顾客过一两
天再去领取。“湘乐汇”则表示，上
个月试营业期间无法开发票，这
个月刚领来的发票又已用完，“今
天刚把最后一张手撕发票用掉
了”。

此外，记者还询问了几家服
饰店。其中，)*+表示无法开机
打发票，消费者需过段时间来换
领。

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有许多
商家会以“试营业”为由拒开发
票，甚至用打折、送小礼品等诱导
消费者放弃发票。如遇消费者坚
持，有些商家会借用别的店家的

发票，或拖延开票、请消费者过一
段时间再来换取等方式应对。对
此，一些消费者表示“为了一张发
票特地再来一次不太划算，很多
时候就算了。”

拒绝开发票
涉嫌偷漏税

对于“试营业期间不开发票”
的说法，#&$''财税服务热线明确
表示“没有这项规定”。对方称，企
业必须办齐工商、消防、税务等各
个部门的证照后才能经营，试营
业只是表示刚开业期间服务、管
理可能不够周全和流畅，但在税
务上并没有“试营业”的概念。如
果拒开发票，企业就有了偷税漏
税的机会。此外，偶尔会有发票机
故障、发票用完的情况，但事后必
须为消费者补开发票。

税务部门表示，如果消费者
遇到商家以“试营业”为由拒开发
票，可当场向税务部门举报投诉，
由税务部门上门调查。一旦发现
企业有偷税漏税行为，除须补齐
少交的税款外，还将支付滞纳金
和罚款。按照我国有关发票管理
的法规规定，企业拒开发票或以
其他凭证代替发票的，可处 #万
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实习生 刘啸旸

商家试营业就能不开发票？
财税热线：没有这项规定

! ! ! !本报讯（记者 陈浩）,
月 &-日，本报社会新闻版
刊发《长风公园潜伏“夜钓
别动队”》一文，报道个别
钓鱼迷深更半夜爬进长风
公园钓鱼。谁料，“夜钓者”
有之，“夜渔者”亦有之。昨
天，网友“牧童晨曲”向新
民网上海滩微博报料称，
长宁路双流路苏州河边，
纳凉聊天的宝地，竟成了
捕鱼者“夜渔”的乐园。

昨晚夜幕降临后，记
者在现场看到，在靠近长
宁路双流路的苏州河沿
岸，已有多个捕鱼者在河
边“劳作”了。天空还透着
一丝深蓝，加上沿岸有不
少景观灯，河面光线不错，
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张大
网浸在河水中，只露出几
根圆弧形的渔网骨架。几
个捕鱼者，每隔一会就非

常熟练地一上一下撒网收网，周围
不少纳凉市民当起了围观者。一名
捕鱼者一边不断拉网放网，一边自
言自语嘟囔：“今天运气不好，都是
一些小毛鱼。”记者看他脚边一只塑
料桶内，只有一条个头不算大的河
鲫鱼。据旁观者介绍，这些人运气好
的话，一晚上可以捕到三四公斤鱼。
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有关部

门煞费苦心在黄浦江和苏州河里投
放了大量鱼苗，为的是保护河道生
态平衡，让河水更清，鱼儿更多。网
友表示，这些人明目张胆地在苏州
河里捕鱼捉虾，让人看得心头不是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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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妇相救 鹈鹕回家
试飞途中迷路了

! ! ! !本报讯（新民网 萧君玮）今天
凌晨 &时许，在南仓街靠近董家渡
路口，几个朋友在夜排档吃饭喝酒
时发生意外，一名外地来沪男子的
腿部被玻璃酒瓶割破，最终因失血
过多，送医后不治身亡。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地
上依稀有干涸发黑的血迹。据附近卖
早点的商贩告诉记者，南仓街 $.号
门口花坛旁夜间一直有大排档。他们
今天清晨到达时，看到现场有大量的
血迹。听说是因为有一群朋友在大排
档喝酒后打架导致流血事件。具体情
况及原因，警方还在调查之中。

夜排档喝酒聚餐
一人腿部被割身亡

! ! ! !本报讯（记者 房浩 王
勤俭）桥洞变身拾荒者的露
宿地，不仅环境脏乱，而且存
在诸多安全隐患。昨晚，网友
/012 通过新民网上海滩微
博 3456789785:8;反映，几名拾
荒者在吴中路新泾港桥下
“安营扎寨”。

昨晚 -时许，记者在现
场看到，新泾港桥北侧的桥洞
里一片狼藉，硬纸板、塑料桶、
易拉罐等杂物比比皆是（见下
图 网友供图）。由于通风不
畅，桥洞内还散发出阵阵恶
臭。据网友介绍，几个月前，几
名拾荒人员发现这处“宝地”，就此
安家落户，白天外出拾荒，天黑后回
到“营地”休息。
除了环境脏乱，安全隐患同样令

人担忧。记者注意到，桥洞旁不远处
铺设着数根燃气管道和通讯线缆，而
桥洞下堆积的又大多是易燃物品，万
一起火后殃及管道，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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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先生说，前天上午 -时许，
他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刚刷完
牙正准备拿毛巾擦脸时，抬头看
见一只眼睛特别大的小猴子正扒
着卫生间的窗框望着他，这突如
其来的一幕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一番“大眼瞪小眼”之后，黄先生
找来家中一只空置的鸟笼，将小
猴子请了进去，让他暂时住下。黄
先生家住在 '楼，回忆前一晚，家
中只有阳台的窗户打开着，想必

这只艺高胆大的小猴就是从那里
跳进屋内的。而这样的野生动物
怎么会闯入居民家中，至今是一
个谜。

黄先生在网上搜索一番，发
现这小家伙的样貌像极了珍稀动

物———蜂猴，这可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于是决定暂时照料它。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殷
行一村的黄先生家中，见到了这
个冒失的小家伙，他正懒洋洋地
在鸟笼中歇息，四只小爪牢牢抓

着栏杆，一动不动（见图 曹文清

摄）。小猴身长约 $"厘米，背毛呈
棕色，耳朵则呈黑色，两只大眼睛
间距很窄，在脸上占了很大“篇
幅”，模样十分可爱，看上去确实
与蜂猴别无二致。

黄先生说，小猴并不怕人，也
没有攻击性。它白天很懒，动作缓
慢，通常都在笼子里睡觉歇息，可
一到晚上就精神百倍。由于并不清
楚蜂猴该如何饲养，他和妻子就找
来苹果、桃子、鹌鹑蛋等供它食用，
不过除了桃子被吃了个精光外，小
猴对其他食物不太感兴趣。

据了解，蜂猴别名懒猴、风
猴，属懒猴科，动作缓慢，喜好在
高处生活，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
南和广西，数量稀少，濒临绝灭，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小猴是否是蜂猴？该如何照
顾好这个意外来客？黄先生和妻
子希望能与有关部门的专家取得
联系，对小猴的确切属性进行鉴
定，并带回饲养保护。

见习记者 曹文清

可爱小猴居民家中来做客
可能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蜂猴

“光启城里的餐厅不开发票，理由是在试营
业。”这几天，一些市民致电本报962288热线，反
映在位于宜山路的光启城购物中心内消费后拿不
到发票。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商家不能以“试营
业”为由拒开发票。

早晨起床，发
现家中来了一位意
想不到的“客人”。
昨天，读者黄先生
致电本报称，一只
模样可爱的小猴正
在他家暂住，极有
可能是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蜂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