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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农历

二月二， 在武陟县嘉

应观， 群众正在表演

民俗节目。

嘉应观， 俗名庙

宫，又称黄河龙王庙，

它是雍正皇帝为治理

黄河水患，御祭龙王，

特下诏书建造的行

宫、庙观。建筑风格形

似故宫，有“北方小故

宫”之美誉。

冯小敏 摄

被执行人死亡

亲属所获赔偿金不能执行

本报记者 仝伟平

【案情回放】

被执行人曹某欠袁某

18

万元，由

于没有履行能力，一直未偿还。 法院经

多方调查，没有发现曹某财产，案件执

行陷入僵局。

2011

年

10

月，曹某在一

次车祸中丧生， 肇事方赔偿曹某之子

死亡赔偿金等共计

24

万余元。 袁某遂

申请法院追加曹某之子为被执行人，

在其接受的

24

万余元范围内承担清

偿责任。

【庭审现场】

法院经审查认为， 被执行人的死

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不能强制执行，

遂驳回申请执行人袁某的申请。

【法官析案】

市中级法院法官孙志强说， 本案

的关键是确认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遗

产，若属于被执行人遗产，则法院可强

制冻结、扣划；若不属于遗产，除非被

执行人曹某之子自愿还款， 否则法院

不能强制执行。 因此，对此案的处理有

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死亡赔偿金

是因被执行人曹某的生命健康权受到

侵害而产生的， 是对曹某生命健康权

受侵害而作出的赔偿， 曹某之子接受

了死亡赔偿金， 实际上是继承了曹某

的遗产，法院应当执行；另一种意见认

为， 曹某之子所获得的死亡赔偿金不

是遗产，法院不能强制执行。

孙志强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死亡赔偿

金是死者因他人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

给其近亲属所造成的物质性收入损失

的一种补偿， 其赔偿权利人是死者的

近亲属。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相比较可以看

出， 遗产应在被继承人死亡前或死亡

时就已存在， 而死亡赔偿金是自然人

在死亡之后由赔偿义务人支付的债

权， 不是在死者生前或死亡时已经存

在的。

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

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

函》规定，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

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 获

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的

近亲属，而非死者。 故空难死亡赔偿金

不宜认定为遗产。 且在最高人民法院

执行局主编的《执行工作指导》第三十

八辑案例分析中， 同样认为死亡赔偿

金不属于遗产。 虽然我国不属于判例

法国家， 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

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

孙志强说， 综合我国相关法律、司

法解释及判例等，可以认为死亡赔偿金

不属于遗产，那么本案中，就不能追加

被执行人曹某之子来强制执行。虽然这

对于申请执行人袁某来说有些残酷，近

20

万元的债权难以实现， 但法院执行

工作必须遵守法律和程序。 当然，承办

法官也可以做曹某之子的思想工作，在

其自愿的情况下尽量弥补或减少债权

人的损失，以彻底化解矛盾。

家长为儿子出气 致伤学生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高小豹 见习记者王

水涛） 近日，博爱县某村小学发生一起家

长殴打学生事件，致使多名学生受伤。 犯

罪嫌疑人王某因此被博爱县公安局刑事

拘留。 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2

月

16

日

16

时许， 王某的儿子在

学校与同学因言语不和发生厮打， 王某

的儿子在打架中受了气。 放学后， 王某

的儿子便跑回家告诉父亲， 诉说自己被

欺负的经过。 王某听后， 在没有了解事

情发生的原因或者规劝儿子的情况下 ，

以要为儿子出气为名， 拉着儿子去了学

校。

在去学校的路上，王某刚巧碰见了欺

负儿子的那名学生，同时还有与其同行的

其他

10

多名学生。 王某遂上前殴打其中

3

名学生，还指使儿子殴打欺负自己的那

名学生，而后扬长而去。

3

名学生被打后，

鼓动与其同行的学生来到王某家理论。王

某见此情形，不由分说，对这些学生拳打

脚踢，致使多名学生受伤。

当日

17

时许， 博爱县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接到该校教师报案后， 立即指令

当地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展开调查。 经

讯问， 王某对殴打多名学生的事实供认

不讳。

争遗产兄弟反目 不养老遗产少分

本报讯 （通讯员张小涛） 为争夺父

亲的遗产，田二将哥哥告上了法庭。

2

月

21

日， 中站区法院依法判决对父亲尽抚

养义务较少的田二，只分得父亲近

6

万元

遗产中的

4000

元。

田大 、 田二是田某之子 ， 田某于

2010

年

11

月病故。

2009

年年底到病故

期间， 田某居住于田大家， 由田大抚养，

田二对父亲少有问津。 田某病故后， 其

单位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

3.7

万元由田

大持有。 田某生前有

2.5

万元存款， 该

钱为办理田某的丧事已支出了

5000

元，

剩余

2

万元。 田二状告哥哥田大， 要求

分割父亲的遗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 父母和子女有相

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

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

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 可以多分。 田二

作为田某的儿子， 要求对其父亲的遗产

行使继承权， 法院予以支持。 但是鉴于

田二在其父亲田某生病至病故期间， 对

其照顾较少， 应酌情少分遗产。 结合案

情， 法院依法判决田二继承的遗产数额

为

4000

元。

博爱县法院在执行工作

中， 在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加大

执行力度的同时， 大力提倡和

解执行， 全力做好申请人和被

执行人的和解工作， 使许多执

行案件圆满解决。 图为

2

月

20

日， 该院执行干警正在给申请

人做和解工作。

程贵忠 原慧江 摄

温县公安交警大队以 “三

访三评”大走访活动为契机，近

日深入辖区农村， 采取民警进

村巡回宣传、张贴标语、悬挂横

幅等形式强化宣传教育； 同时

以农用车无证无牌、违法载人、

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为重

点， 加大对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力度， 让广大农民朋友充

分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和

交通事故的危害性， 进一步增

强广大车主、 驾驶人的安全行

车意识。 图为该大队民警正在

发放交通安全标志。

史海艳 摄

马村区法院

“四个当场”方便诉讼

本报讯 （通讯员陈献军、 薛海涛） 为了方便群

众诉讼，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案件运行效率，今年

年初以来， 马村区法院在立案窗口推行了 “四个当

场”工作制度。

这“四个当场”分别为：当场调解，对前来起诉的

案件当事人，当场通过电话、上门或要求被告立即到

法院等多种方式进行诉前调解，对原、被告均在场的

案件，当场确定开庭时间、送达开庭传票，让当事人

少跑路、少花钱；当场立案，对无法进行诉前调解或

诉前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当场进行立案，当场送

达案件受理通知书，一般在

10

分钟内即可完成全部

立案手续；当场告知诉讼风险，向案件当事人送达案

件受理通知书时，一并发放风险告知书，并根据案件

的不同情况，主动从案件性质、法律规定、举证责任、

执行等方面进行诉讼引导和释法讲解；当场接待，对

当事人的来访，必须通知承办法官前来进行接待，若

是预约接待，相隔时间不超过

3

个工作日，现场及时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市看守所

管理彰显人性化

本报讯 （记者石萍 通讯员李宁来） 焦作市看

守所自

2011

年

7

月实现整体搬迁，新的看守所投用

后，以软、硬件提升为契机，认真落实监所管理创新

工作，监所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饮食标准、

医疗救治、监区文化方面更彰显人性化管理。

在饮食标准方面， 该所严格按照公安部规定的

食量标准， 对食品原料实行严密的检疫防疫把关措

施。在押人员过生日时，所里会专门送上生日蛋糕表

达祝福；在春节、端午节等传统佳节，所里会给在押

人员发放饺子、粽子等节日食品。

在医疗救治方面， 该所先是与市第一人民医院

结合办理驻所门诊部，搬迁后又结合新所地理特点，

与解放军第九十一中心医院结合办理驻所门诊部，

配备有必要的医疗检查设备及常备药品。 门诊部主

要负责看守所在押人员日常医疗卫生及监区防疫工

作，负责对新入所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对危急重病人

及时进行先期紧急处置。

在监区文化方面， 该所把监所文化建设融于监

所安全管理之中，通过开展唱“红歌”比赛、建立在押

人员学习园地、建立音乐视频传输系统，舒缓在押人

员精神压力； 开通视频会见系统， 架起传递亲情桥

梁； 设立警世良言主题展板， 营造亲情感化生活环

境；建立心理辅导工作室，促进在押人员改过自新；

组织在押人员自创、自导、自演文艺节目，丰富其精

神文化生活和活跃监室氛围，使在押人员积极改造、

服从管理、接受教育。

2011

年， 市看守所顺利通过了省公安厅组织的

二级看守所达标验收，从三级看守所晋升为二级看守

所；

2

名民警荣立个人三等功，

12

名民警受到嘉奖。

网

友

和

他

们

的

爱

心

助

学

会

本报记者 王龙卿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

2

月

22

日下午，

市爱心助学会的“宁雪”、“惜君”与奥世健

身会所经理冯治博等来到博爱县柏山镇中

学看望这里的贫困学生。“最近的学习成绩

如何，想看啥书，需要姐姐、哥哥帮助的可

以随时跟我们联系。”他们在与该校八八班

的朱蒙雨等同学交流着。 “宁雪”看到一名

学生的手冻伤了， 心痛得看了又看：“手一

定很痒吧，下周我带冻伤膏过来。 ”

“我们爱心助学会是

2007

年由网友自

发组织形成的一个帮助贫困孩子、 关注青

少年成长的公益性爱心团体， 旨在充分发

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为爱心企业、爱心人

士提供爱心奉献平台， 共同资助和帮扶失

学、贫困学生，让孩子们都能够顺利地完成

学业、健康成长。 ”

一网名叫“惜君”的网友向博爱县柏山

镇中学校长杜小四介绍着。

近年来， 爱心助学会对中站区、 马村

区、修武县、武陟县、沁阳市等县市区的部

分贫困学生进行了实地查访， 并长期资助

了

50

余名孩子。 去年年底，奥世健身会所

利用圣诞节义卖和爱心助学会情人节玫瑰

花义卖活动筹集了

1

万多元钱。今天，他们

几个人专门请假到这所学校看望受资助的

学生， 并送每个学生本学期资助的

200

元

学习用品费用。“如果新入学的学生中还有

需要资助的 ， 我们查访后还可以进行资

助。 ”“惜君” 将资助款缴到杜小四手中说

道。

“现在的孩子接触社会面广，受到的影

响多，抵制诱惑的能力差，少部分学生有可

能染上一些坏习惯。 一些学生迫切需要心

理辅导。 ” 听到学校的赵明利老师的担忧

后，“宁雪” 说：“爱心助学会成员中有心理

辅导老师，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学校开展心

理辅导讲座和法律进校园活动。”杜小四连

声道谢：“那太好了，学校将全力配合。 ”

16

时许

,

市爱心助学会的

5

名成员又

驱车来到中站区龙翔学校。 该校副校长张

治国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你们资助的

4

名学生家庭比较困难， 特别是家住寺后

村的二年级的王红淼， 父亲去世， 母亲离

家，还有一个小弟弟就要上学。他们由年迈

的爷爷奶奶照顾。 ”

“来，坐到我这里。 ”看到秀气可爱的王红淼，冯治博拉到

身边，亲切地询问她的学习和生活。听说小红淼上学期语文和

数学考了双百分，冯治博竖起大拇指表扬了一番。 “小红淼穿

的衣服也是我们资助的。”已做了母亲的“宁雪”对王红淼更是

关切，仔细询问她如何洗澡等问题。

六年级的靳刘聪即将毕业 ，网友 “在路上 ”将自己买的

一本精美的毕业留念册递给了他 。 “我有几个朋友希望长

期资助像王红淼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 ，建议还要帮助他们

的家庭发展饲养业 ，养些土鸡 ，让他们的家里经济尽快富

裕起来。 ”“在路上”对帮助这些山区的孩子还有许多好的

想法。

为

俺

挂

牌

真

光

荣

2

月

20

日

上午， 博爱县清

化镇罗庄村锣鼓

喧天、热闹非凡，

原来， 村委会主

任罗全新、 村计

生协会会长和镇

民政办有关人员

来到新兵家属家

里， 为该镇罗庄

村新参军的两户

军属挂上 “光荣

军属”牌匾，并为

他们送上亲切的

问候和祝福。

罗全新首先

来到独生子女入

伍新兵罗庚华家

里， 亲切慰问其

父母， 对他们能

舍小家为大家， 把独生子送

去参军的行为表示钦佩，并

为他们挂上 “光荣军属”牌

匾。 新兵罗庚华的父亲对政

府的关心慰问深表感谢，他

说：“为俺挂牌让俺感到真光

荣， 希望儿子在部队刻苦学

习训练，报效祖国。 ” 张静静

街道干部进村抗旱

本报讯

2

月

17

日，马村区

演马街道前夏庄村的水渠清

泉涌流，该街道两名干部正帮

着群众抽水灌溉。当日，该街

道的

20

多名机关干部已下到

辖区各村庄开展抗旱。

据介绍，

1

月份以来， 该区

降水量比往年偏少， 农田失墒

严重，旱情严峻。该街道冬小麦

受旱面积达

2.2

万亩， 重旱面积

0.7

万亩。

“人要下去、 心要下去 、

精力要下去。” 该街道党工委

书记姜宏伟说。 从

2

月份开始，

该街道机关干部分成

10

个工作

组陆续下到辖区村庄开展抗旱

工作， 采取引沟水、 机械抽水

等各种方式开展抗旱生产自

救。

截至目前，该街道投入劳

力

480

人、 机械

22

台， 帮助各

村、 社区开展抗旱保春耕工

作。

（陈献军 郭兵）

用爱托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本报通讯员 李小慧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分爱，这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

人间……”伴随着音乐声，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用

爱托起一个家”爱心募捐活动于近日拉开了帷幕。此次

活动的目的在于倡议社会各界人士，伸出爱心之手，帮

助刘国红一家战胜病魔，渡过难关。

刘国红是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堤北头村民，其

妻刘英鸽不幸身患尿毒症，加上左腿骨折，如今只能靠

透析来维持生命，如果不换肾，生命将难以保全，但手

术费需要

30

多万元。不仅如此，他年仅

14

岁的儿子刘

同鑫也患上了肾病综合征， 每天的治疗费就得

300

多

元。目前，为给母子二人治病，刘国红四处求医，到处借

钱，不仅花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已是外债累累。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街道办事处得知消息后，第

一时间在辖区范围内发出倡议， 希望社会各界向他们

伸出友爱之手，并组织了此次捐款活动。 党工委书记、

办事处主任带领机关全体干部踊跃捐款， 辖区党员干

部不仅带头献爱心，还积极在各村居民区、企业发放、

张贴倡议书，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募捐活动中。在村党

支部的带动下， 退休老教师拿出还带着体温的

500

元

钱，一名小朋友脚受伤了，硬是要妈妈抱着他过来尽一

分爱心。 在大家的支持下， 目前已募捐到善款

2

万余

元。

经济转型中的平民“变形记”

本报记者 高小豹

见习记者 王水涛

随着省政府批准我市建设中原

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经济转型

工作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面对经

济转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个人，

都要面临伴随而来的阵痛和喜悦 ，

思索新的出路，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

方式。

近日， 本报记者走访了我市农

民、工人、个体户 ，通过倾听他们的

故事， 让我们感受到经济转型中平

民演绎的“变形记”。

从农民到市民， 埋头苦干

能致富

随着我市城市规模的扩大 ，越

来越多的农民转身变成了城市居

民， 新区南李万村的李三有就是其

中的一个。

几年前，李三有家有

4

亩地，主

要种植玉米和木耳， 这也是李三有

一家的主要经济收入。 “由于我们这

里的土地没有水浇灌，庄稼产量低，

还很不稳定， 种地收入一年也就几

千元。 ”李三有说。

当城市发展到南李万村时 ，李

三有也从农民变成了市民。

2009

年，

随着一家工厂入住李万村， 李三有

家的

4

亩地变成了工厂。 突然没有

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 李三有和

大多数人一样感到迷茫，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心里特别不踏

实。 ”谈起刚失去土地时的感受，李

三有如是说。

短暂的迷茫后， 李三有意识到

以后肯定不能再靠种庄稼为生了 ，

经过考虑，他决定养猪。 李三有向村

里租了一亩地 ， 建了一个养猪场 。

“现在养猪特别省劲儿，每天除了清

理猪舍外，就是按时喂猪。 只要猪不

生病， 每天加起来的工作时间也就

两个多小时。 ”李三有说。

“去年我养了

80

多头猪 ，一年

下来能赚个七八万元钱。 今年，我又

养了

200

多头猪。 ”李三有说。

意识到养猪是一条致富路后 ，

李三有满怀信心地说：“明年， 我还

要向村里再租一亩地， 扩大养猪场

的规模。 ”

从大学毕业到

4S

店前台

主管，市场需要啥就学啥

4

年前，大学毕业的段超曾想过

在行政单位从事文秘工作。

“当时，刚好有交通运输单位说

要成立汽车

4S

店 ，需要招工 ，我毕

业在家正愁没事做 ， 就前去应聘

了。 ”段超说。 就在他走上工作岗位

后，因为之前学的专业都是文秘，而

汽车

4S

店作为新兴行业，不仅需要

员工熟悉机械、营销等工作，还要熟

悉汽车行情。 为了尽快让自己适应

这个环境， 段超每天下班就去书店

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面对竞争激烈

的市场，他在做好保修工作的同时，

运用自己做保修时积累的专业知

识，开始主动与客户进行沟通。 段超

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他

被任命为这家汽车

4S

店的前台主

管。

从失业到再就业， 虽然辛

劳也快乐

1990

年， 古女士在建设路一矿

灯厂工作。 由于焦作的煤矿资源濒

临枯竭， 该矿灯厂因为多种原因不

得不走向倒闭、合并 、分流的路子 ，

在该单位工作了

10

多年的古女士，

也成了失业人员。

“真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我没事

可做了，内心感到十分压抑。 ”之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在另一家私人

矿灯企业继续从事本来熟悉的工

作。 然而，这个私营矿灯小企业最终

还是被市场大潮淹没， 古女士再次

成了失业人员。

“有句话说：当命运之神关上一

道门时，就为你留下了一扇窗。 我就

不信还能找不到生活的出路？ ”几年

来，古女士先后从事过家政服务员、

快递员、腐竹厂操作工、手机营销员

等不同的工作， 有时兼做两三个工

作，这边刚下班，就赶着到另个单位

上岗。

2011

年春， 古女士一样迎来了

自己工作的春天， 她成功在我市一

大型医院应聘后勤服务工作。

“在这个医院里工作，不仅离家

近了，工作稳定了，收入也很不错。”

古女士说起现在的工作， 脸上满是

幸福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