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蔬菜报记者侯庆强
□寿光市人民法院李艳秋报道

又值冬季大棚蔬菜买卖集中期，
收菜商与菜农交易时，往往由于多种
原因，导致菜农的菜款被无故拖欠，
尤其是不少菜农在蔬菜交易时的过
磅单、收货单、欠条等凭据填写不规
范，导致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近日，寿光市人民法院成功调解
了一起因菜款引起的诉讼案件。

案件过程
2021年6月，孙乙（化名）陆续向

赵伟（化名）经营的果蔬专业合作社
供应蔬菜，收到蔬菜后，赵伟仅向孙
乙出具了过磅单，没有其他依据。截
至2024年 5月，赵伟欠孙乙菜款共
计35000元，一直没有支付。孙乙多
次催要，赵伟均以各种理由推脱，甚
至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孙乙将赵伟
起诉至寿光市人民法院蔬菜法庭，要
求赵伟支付菜款。

在承办法官梳理卷宗证据时发
现，原告提供的唯一证据“过磅单”存
在很大瑕疵，既没有蔬菜单价及总价
款，也没有加盖合作社公章或负责人
签字确认，仅有蔬菜种类和重量。

证据是诉讼时的重要依据。因无
法联系到被告，证据认定成为难题，
案件真正审理起来，对原告非常不
利。考虑到原告的举证不利情况，承
办法官立即前往被告所在村委了解
情况，在村委协助下，最终联系到被
告。

为固定证据，承办法官对被告进
行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经过辨认，
被告认可原告提供的过磅单及货款。
但被告提出，因上游收购商拖欠其货
款，故希望与原告协商，分期付清货
款。

最终在承办法官多次调解下，原
告同意被告分期还款，法庭为双方出
具民事调解书，案件顺利化解。

法官提示
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唯一证据是

详细信息不明、未加盖公章、未签字
确认的过磅单，这种情况对原告极为
不利。所幸，被告并非恶意拖欠、故意
逃避，认可过磅单内容，承办法官才
能顺利调解结案，维护了菜农权益。
因此，蔬菜法庭提醒，蔬菜交易中一
定要规范使用、填写菜款凭据：

1.菜农信息务必填写规范。菜农
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详细、规范、正
确填写菜农个人信息。如果菜农信息
填写随意，姓氏、名字出现错误，会增
加证明自己确系实际交易人的难度。

2.买方信息务必明确填写。菜农
供货前要明确购菜主体，一定要弄清
楚是将菜卖给了收菜点（蔬菜购销
点、蔬菜合作社），还是通过收菜点卖
给了第三方客户。菜农在无证据证明
实际购菜方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将承
担较大的败诉风险。基于目前蔬菜市
场交易模式，为明确各方法律关系，
蔬菜法庭倡导菜农、收菜点、第三方
客户使用一式三联的菜款凭据：第一
联为“存根”，由收菜点持有；第二联
为“卖方”，由菜农持有；第三联为“第
三方客户”，由收菜点的下游买方客
户持有。菜款凭证应当加盖收菜点印
章，内容涵盖数字编码、交易时间、卖
方、货品名称、毛重、皮重、净重、单
价、金额、买方及联系方式、第三方及
联系方式等要素（示例如下图）。

3.凭据内容务必填写完整。如果
菜款凭据内容填写不完整，如缺少货
品名称、数量、单价等信息，或凭据因
储存时间过长导致纸张破烂、字迹模
糊，都会增加实际菜款数额认定的难
度。因此，菜农务必要求收菜点完整
填写凭证内容，并妥善保存菜款凭
证。

同时，提醒各位菜农，应及时要
求收菜点兑付菜款，如收菜点一时无
法全部支付，可要求其签订一份菜款
支付协议。如收菜点仍不按期履约或

“跑路”，菜农应在菜款支付期限届满

后三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避免超过
普通诉讼时效。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八条 向人民法院

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
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
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
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五百零九条 当事人应当按
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
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

第五百七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
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
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
求其支付。

第五百九十五条 买卖合同是
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
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第五百九十六条 买卖合同的
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数量、
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
式、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方法、结算
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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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过磅单追回卖菜钱
法官提示：蔬菜交易中要规范使用、填写菜款凭据

[案例链接]

收购西红柿不付款
引发买卖合同纠纷
□南乐县人民法院报道

近日，南乐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
一起因收购西红柿引发的买卖合同纠
纷，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一致认可。

牛某某等5名原告系河南省南乐
县福堪镇刘寨村西红柿种植户，被告马
某某从种植户手中收购西红柿进行外
销。自2021年 4月起，5名原告多次给
被告供送西红柿，被告出具欠条并许诺
等农忙后一起结账，后5原告催收货款
时，被告以各种理由拖欠。多次协商无
果，5原告于2024年 10月向法院提交
诉状，要求被告支付货款8万余元。

收到材料后，立案法官发现该案
涉及当事人较多，通过调解解决纠
纷，将更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遂按照流程将案件交由诉前
调解员进行调解。在详细了解纠纷产
生的前因后果，明析纠纷事实情况
后，调解员针对矛盾纠纷的焦点，分
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耐心听取
双方的意见和诉求，并对案件进行细
致分析，与当事人耐心讲解法律关系
和责任划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当场支付货款10000元，其
余货款将通过分期形式定期支付，双
方对处理结果均表示满意。

交易流程要规范
村民在出售农产品时，应尽量选择

钱货两讫的交易方式。若因实际情况无
法当场结清，务必与买家签订详细的书
面买卖合同。合同中要明确约定货物的
数量、质量、价格、付款时间和方式、违
约责任等关键条款。例如，可以约定由
买方提供保证人或物的担保，增加买方
按约付款的保障。同时，合同应由双方
签字确认，并保留多份副本，以便在发
生纠纷时有据可依。

交易证据要保留
在交易过程中，村民要时刻保持

风险意识。保留好交易凭证，如收
据、发票等，上面应清晰记载交易的
时间、地点、货物数量和价格等信
息。同时，要注意保存通话记录、短
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如果条件
允许，可以对交易主要过程进行拍照
或录像，尤其是在与买家协商付款事
宜时，这些证据将在纠纷解决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

依法维权要趁早
一旦发现买家有拒绝支付价款的

迹象，村民应立即采取维权措施。首
先，可以尝试与买家进行友好协商，
明确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期望，争取通
过协商解决问题。如果协商不成，可
以向村委会、乡镇政府或者相关部门
寻求帮助，他们可以提供调解服务，
帮助双方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仍然无
法解决纠纷，村民应毫不犹豫地向法
院提起诉前保全或诉讼，及时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35000 元，那是一担一担蔬菜积
攒起来的辛苦钱，就这么被一直拖欠
着，菜农心里肯定着急上火。虽说有
张过磅单，可打官司只有这单薄的一
纸凭证，心里真没底。

告到法院，法官想方设法，专业
操作，让菜农在没签合同的情况下追
回了卖菜欠款，真是好结果！本以为
缺了白纸黑字的合同，维权之路会布
满荆棘、希望渺茫，没曾想正义的天

平仍稳稳倾向辛苦的菜农。
没合同确实棘手，变数极大，但

法官能拨开迷雾、查明真相，还了菜
农一份公道。这背后彰显法律重事
实、讲依据的精神，一张小过磅单被
法官巧妙运用，在村委的积极配合
下，锁定欠款事实，让耍赖商家无从
辩驳。

卖菜本就是薄利营生，起早贪
黑、风吹日晒，从翻地播种到采摘装

车，每颗菜都浸透着汗水。那些恶意
拖欠的商家，为一己私利寒了菜农的
心。好在法律给了公道，让耍赖者无
所遁形。

此类案例提醒菜农，往后遇欠款
不用干着急、吃闷亏；于商界也是警
示，告诫各方诚信交易是铁律，买卖
合同一签，义务就得履行。愿天下菜
农今后都能顺顺利利卖菜，劳有所
得，被欠款的糟心事不再上演！

[新闻点评] 愿欠款糟心事不再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