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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起，杭州大厦 501 城市广

场（以下简称“501”）联合杭州市民卡

旗下杭州通推出“5 为小哥免费送口

罩”公益活动，顾客通过美团APP/饿了

么等外送平台下单购买 501 品牌商户

的外卖餐品，在订单备注栏写上公益暗

号“5 为小哥免费送口罩”，外卖小哥就

能凭写有备注的订单小票在 501 一楼

服务台免费领取口罩一只。501 相关

负责人表示，推出这个公益活动，是希

望能“罩”顾外卖小哥，“我们希望外卖

小哥在为这个城市辛苦奔波服务的同

时，也能够更关注自身的身体健康，做

好防疫保护。”

501 地处城东庆春商圈中心，集聚

各类餐饮美食品牌，被誉为“网红美食

商业综合体”，周边多为写字楼、企事业

单位，外卖订单需求量较大。活动第一

天的中午，正值午餐外卖点单高峰期，

501 城市广场外围的景昙路上停满了

小哥们的“坐骑”。进出派单的外卖小

哥有时多达上百人。为了及时送单，他

们通常顾不上吃饭喝水，一个口罩一用

就是一天。当得知 501 推出“5 为小哥

免费送口罩”活动时，常来 501 派单的

外卖小哥表示很温暖：“公司也有提供

口罩，但跑单忙经常顾不上去领，现在

501有提供正好可以换一个。”

来自城北的王小姐特地致电 501

服务台，咨询公益活动的相关细节。由

于不在 501品牌商户的配送范围内，无

法直接从外卖平台下单的她选择了跑

腿外卖，并在电话中一再提醒外卖小

哥，记得去服务台领取口罩。

活动过程中，也有很多小哥咨询，

领口罩的时间有没有限制。据介绍，从

3 月 27 日起，501 城市广场的一楼服务

台总共准备了上千份口罩，小哥们可以

随时拿着备注小票前去领取，领完为

止，没有时间限制。

2020 年已经是杭州大厦 501 城市

广场开业的第四年，作为杭州市江干区

的标杆商业体，501一直以来都在践行微

公益，通过聚集微小的力量来回馈消费

者和社会。疫情隔离病毒不隔离爱，501

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永不停止，希望能通

过这次公益活动，与全社会携手抗疫，传

递微公益的力量，以公益践行社会责任。

杭州大厦501“5为小哥免费送口罩”
公益活动温暖上线

2016年大年初九，朱阿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还没到60岁，老公说，我守了她一年没想到还是没守住。

2018 年 6 月，朱阿姨的老邻居楼阿姨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把朱阿姨的老公、两

个儿子还有父母都告上法庭，声称朱阿姨早年欠她20多万元，你们继承人还。

案子从简易程序转到普通程序，还追加了第三人。

日前，在距离朱阿姨去世4年后，案件有了最终结果。

做资金生意的朱阿姨死后，原来的老邻居一纸诉状告她的家人

追讨一笔早已归还的债
人性之恶竟至如此
本报记者 肖菁 通讯员 拱法

70岁的老邻居
起诉要求还钱

根据原告邻居和家人们的说法，朱阿姨

做的是资金生意的，规模不大，借款放贷，赚

中间差。原告楼阿姨年逾 70，早年跟朱阿姨

一家是楼上楼下的老邻居，后来房屋拆迁两

家各居城市南北。

楼阿姨说，这笔借款发生在 2011 年，当

时朱阿姨和老公老胡一起来借，说是生意需

要，借款 20 万。2012 年双方签订“借款合

同”，之后朱阿姨又向楼阿姨借款1万元。

楼阿姨说，这些钱统统没还，她从 2016

年初开始催朱阿姨还，没想到 2 月 16 日朱阿

姨就出了这种事。

根据案件相关人员描述，那两年朱阿姨

的资金生意不好做：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这

边又有人追债，最后她选择结束自杀离世，也

跟受不了压力有关。

朱阿姨真的没有还上楼阿姨的钱吗？如果

没有还上的话，最后她的继承人还得可就多了。

这次起诉，楼阿姨可把朱阿姨的继承人

——老公、两儿子还有年迈的父母都列为被

告，要求还本金 23.4 万元，利息还有 13 万余

元，按照年息12%计。

被告总觉得原告女儿
名字眼熟，于是开始调查

诉讼期间，庭审现场有一个人物在案件

进展中显得很重要。她就是原告楼阿姨的女

儿“小红”（化名）。

面对起诉，被告朱阿姨的老公、儿子说，朱阿

姨好像是向楼阿姨借过一笔款，但与本案的借款

金额不符，大概十几万，而且应该已经还了。

他们在调查中感觉小红的名字，好像有点

眼熟。被问起小红是否认识朱阿姨和朱阿姨的家

人时，她连忙否认。她说：“我从来不认识朱阿姨。”

小红也已年近 50，她说，之所以前来，是

担心姆妈年纪大所以陪着一起。

究竟朱阿姨有没还钱？朱阿姨老公老胡

和儿子，在老邻居及朱阿姨生前朋友间做起小

调查。当年楼阿姨、朱阿姨之间的共同邻居，

好几个人在说，听朱阿姨说过，是还掉了。还

有人提了一句：“楼阿姨不怎么识字，很多事情

都她女儿在打理，会不会是还给她女儿了哦。”

这一句让朱阿姨的儿子小胡一个激灵，

怪不得“小红”这个名字熟悉，好像在整理妈

妈的遗物时看到过这个名字。

老胡和小胡想尽办法把朱阿姨生前用过

的手机翻出来，把她的微信聊天记录等申请

后台恢复，去银行拉出几年前的转账记录

⋯⋯案情有了突破。

证据面前，原告楼阿姨
拉着女儿让她别说了

“小红，你认识朱阿姨吗?”法官再次问小

红，小红依旧说：“不认识。”

2019 年 12 月 26 日，这是这起民间借贷

案第三次开庭，小红被列为第三人。法庭在

开庭前还特意让小红及其他当事人均签下保

证书，保证向法庭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

愿意接受罚款、拘留乃至刑事处罚。

开庭时，被告方老胡和儿子当庭提交了

他们收集到的证据。

有两份格外关键：2014 年 1 月，朱阿姨

通过儿子小胡的账户转账 15 万元给小红；

2014 年 3 月，朱阿姨通过工商银行直接转账

5万元给小红。

法官问小红，这两笔朱阿姨打给你的钱

你怎么解释。

小红说，我做财务的公司在四季青做摊

位出租的，谁知道朱阿姨打这个钱是不是给

公司的租金呢？

法官再问：你说你跟朱阿姨不认识，你为

什么把你的账号发给朱阿姨，为什么聊天记

录里你们聊得那么熟络，还约“一起吃饭”？

小红扯着脖子还想申辩，旁边的楼阿姨

坐不住了，拼命拉女儿：“你别说了，别说了，

这个20万就当还我的钱，法官，我认，我认。”

法院开出近年来首份
“司法惩罚”裁定书

去年年底，法院做出判决，确定朱阿姨当

年的借款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确定借款本金

为23.4万元（其中有2.4万元为结算后的利息

转本金），确定其中打入小红账户的20万元为

还款，还余 3.4 万元。最后的判决是：朱阿姨

的老公老胡还款3.4万元本金，并支付相应利

息。同时，这份判决还将小红在本次诉讼中的

行为定性为“虚假陈述妨碍诉讼”行为。

3 月 20 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依据新民

诉法的关于“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

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

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

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

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的规定，做出了近

年来首份“司法惩罚”裁定书，裁定对小红“虚

假陈述妨碍诉讼”的行为，罚款4万元。

3 月 24 日，法院向小红送达了该裁定

书,并告知小红可以申请复议。次日，小红悄

悄地把罚款打入法院指定账户。

法官说，这个案子历时近两年，讲的其实

就是一个有关“诚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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