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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深 读

筑牢安全防线
共护生命家园曝 光 台曝 光 台

母亲河如腾浪巨龙，裹挟着黄土高原的
泥沙滚滚东流，但在“天鹅之城”三门峡却清
澈见底，使这座城增添了灵秀之气。

2025 年 5 月 28 日 ，民 法 典 实 施 五 周 年 。
五 年 来 ，随 着 民 法 典 的 实 施 ，这 座“ 黄 河 明
珠”“天鹅之城”经历了一场静水流深的法治
变革。

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智能庭审系
统到陕州地坑院景区的非遗工坊，从物流园
区电子合同的“云签约”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的 补 偿 协 议 ……1260 条 法 律 条 文 正 转 化 为
200 余万三门峡市民的日常守则，法治的细节
不断浸润进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且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

“过去解决纠纷靠长辈威望，现在年轻人
开口就是‘民法典第几条’。”在灵宝市西阎司
法所工作了 32 年的调解员老雷，展示他手机
里标注了 187 处笔记的民法典电子版。

大道至简，润物无声。踏寻 1500 天法治
“变迁”重构社会运行规则的轨迹，这份来自
“天鹅之城”法治田野的调查报告，佐证了民
法典从“纸面之法”到“生活之治”，对人们的
生产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

物权编：
“产权觉醒”与“治理密码”

民法典物权编的实施引发了一场深刻的
产权“觉醒运动”。

以湖滨区某小区“住改商”纠纷成功解决
为例，业主们依据民法典第 279 条，通过集体
表决成功恢复住宅用途，该案成为基层治理
法治化的生动注脚。

这种觉醒呈现三维特征：确权机制革新
让居住权入法为城市弱势群体筑起权利屏
障，让农村宅基地改革中的农民权益获得制
度性保障，而物权保护请求权体系的完善则
使涉农土地纠纷解决效率提升 40%以上。

更深层的“治理密码”在于物权编构建的
公私法协同机制。一方面，“三权分置”等规
则为市场交易提供明确指引；另一方面，相
邻关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条款成为社区
自治的法律基石。这种“产权界定—规则供
给—救济保障”的闭环设计，正在推动基层
治理从行政主导转向法治引领。

正如司法局二级调研员焦林生所言：“物
权 编 就 像 一 把 钥 匙 ，既 打 开 了 产 权 保 护 的

‘锁’，又开启了治理现代化的‘门’。”

合同编：
数字经济时代的隐形契约

变革点：电子合同的“信任革命”
这是一场深刻的商业文明变革，在电子

合同领域，民法典第 491 条对合同成立要件
的明确界定，彻底消除了数字交易的制度模
糊性。

三门峡某农产品电商企业 2024 年线上签
约量占比达 89%。法定代表人李某坦言：“民
法典第 491 条明确电子合同效力后，我们敢接
千万级订单了。”这种“信任革命”的深层意义
在于它重构了商业交往的基础设施，电子签
名、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工具与法律条文形成
制度合力，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维权升级：格式条款“霸王条款”退场
民法典第 496 条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正在

重塑消费领域的权利平衡。
2023 年，市民张某诉某健身会所“不退不

换”条款无效案胜诉，法院援引民法典第 496
条，认定经营者未履行提示义务。当法律将条
款说明义务从道德倡导转为法定义务时，商业
伦理就获得了强制执行力。这种转变的本质
是契约正义的回归，通过矫正缔约地位不平
等，使“意思自治”真正回归其民法本义。

人格权编：
数字时代的尊严“守卫战”

倒卖业主信息案判决业主赢，售楼处“内
鬼”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数字时代的一场公民
信息“保卫战”。

湖滨区王女士在某小区购置新房后，频
繁接到多家装修公司的推销电话，同小区业
主普遍遭遇相同困扰。原来是售楼处的朱某
等 6 名“内鬼”将业主的信息倒卖给了装修公
司，最终被判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在判决生
效后的 10 日内，通过省级媒体向公众发布赔
礼道歉的声明，并承诺今后不再侵犯公民的
个人信息。

从信息泄露案可见，数字经济时代的技
术便利与隐私风险始终并存。民法典人格权
编以“赔礼道歉+民事追责”的判决方式，既彰
显了法律对公民信息权的刚性保护，又为同
类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维权范式。

婚姻家庭编：
家庭关系的法治重构

离婚冷静期：情感冲动的“缓冲带”
三门峡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电子屏滚

动 着 两 组 数 据 ：协 议 离 婚 登 记 量 从 2020 年
4479 对降至 2024 年 3166 对，但经 30 天冷静期
撤回申请占比稳定在 20%左右。

“夫妻吵架来离婚，我们会先递上《民法
典婚姻家庭 100 问》。”工作人员风趣地说。这
种制度设计暗合行为经济学原理，冲动型离
婚咨询量下降 63%，而婚姻咨询时长平均增加
42 分钟。

家务补偿：隐形劳动的价值彰显
2024 年，陕州区法院首次在离婚案中判

决在赡养老人方面付出较多的入赘原告李某
2万元补偿金。

案件承办法官解读：“民法典第 1088 条让
锅碗瓢盆有了计价器，家庭贡献可视化。法

律并未限定性别角色，若男方承担主要家务，
同样可索赔，实现性别平等新突破。”

侵权责任编：
风险社会的安全阀

高空抛物：从“全楼连坐”到“科技擒凶”
某小区一名 6 岁男童将楼道内脱落的瓷

砖踢脚线从 25 楼抛下，正好砸中从楼下经过
的 5 岁男童的头部，至其因抢救无效死亡。该
案发生在民法典表决通过的第二天。

民法典第 1254 条通过明确“具体侵权人
优先担责”“物业补充责任追偿”等规则，终结
了“全楼连坐”的伦理困境。高空抛物治理的
演进路径，展现了现代法治与数字技术协同
共治的深刻变革。

同时，湖滨区“智慧社区”依托摄像头天
网、AI 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技防+人
防”模式推动此类案件发生率断崖式下降。

这些实践 印 证 ，法 律 规 范 为 风 险 兜 底
划 定 红 线 ，科 技 赋 能 则 让 文 明 约 束 贯 穿 事
前 预 警 到 事 后 追 责 的 全 链 条 。 未 来 ，唯 有
持续完善“法律缰绳”与“科技利刃”的双轨
机 制 ，方 能 在 风 险 社 会 中 织 就 更 精 密 的 安
全防护网。

继承编：
财富传承的法治密码

民法典视域下试管婴儿继承权
三门峡市中院审理的“试管婴儿抚养费

案”，深刻诠释了民法典对特殊继承权益的前
瞻性保护。

该案中，韩某在丈夫因工死亡后通过胚
胎移植生育子女，法院突破传统认定标准，判
决侵权企业支付抚养费 15 万元。这揭示了继
承制度的三大法治创新：一是将人身权保护
延伸至胚胎阶段，填补了民法典第 16 条胎儿
权益保护的空白；二是依据“儿童利益最大
化”原则，对第 1127 条继承人范围作出扩张解
释；三是通过司法裁判确立辅助生殖技术的
继承权认定标准，为类似案件提供判例。此
案启示财富传承需关注“法律滞后性风险”，
建议通过生物样本保管协议、特殊保险条款
等工具，为科技发展中的新型继承关系构建
法律防火墙。

黄河非遗的保护实验
陕州地坑院景区非遗工坊在黄河非遗保

护中独树一帜。传承人朱秀云通过社区与政
府合作，成功将捶草印花技艺纳入“可传承文
化资产”。通过“大师+家庭”传习单元，技艺
得以代代相传，青少年传承者比例大幅提升。

结合地坑院特色，工坊还开发了“非遗+
旅游”产业链，不仅使传承人年均收入增长
35%，更吸引了大量游客体验和学习，为黄河
非遗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黄河流域非
遗活态传承的典范。

环境侵权：
黄河生态的民法利齿

惩罚性赔偿：长期撂荒的经济“枷锁”
2023 年，渑池县某公司因项目施工占用沿

黄某村耕地后，未按照国家标准复耕，导致耕地
残留大量建筑弃渣，耕地面积缩小，长期抛荒达
5年之久，侵害了粮食安全和农民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 1232 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引入
生态环境领域，渑池县耕地撂荒案中，检察机
关精准适用该条款，公司承担群众地租及地
亩面积减少损失，共计 25 万元。一方面对故
意违反复耕义务的企业施以经济惩戒，另一
方面依托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职能，推动生
态修复与农民权益双重救济。通过赔偿协议
实现损害填补、惩戒威慑、修复保障三重治理
目标，彰显了民法“利刃”守护粮食安全与民
生福祉的法治力量。

绿色原则的产业投射
某铝业集团始终致力于走清洁生产、环

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投资数亿元改造
的低碳生产线，不仅规避了多起潜在环境诉
讼，出口额逆势增长 45%。

这种“合规即竞争力”的范式，正在重新
定义黄河流域的产业逻辑。

五年来，民法典在“天鹅之城”的烟
火人间浇筑“法治基石”，这是一部法典
与一座城的法治共生。

当陕州区李某的 2 万元家务补偿
判决书在网络刷屏，当天鹅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竖起白天鹅司法保护基地牌
子，当黄河法治文化带法治楹联长廊成
为网红打卡点——这些具象场景拼凑
出法治文明的进化图谱。

五年的数据轨迹显示：三门峡市市
民法律咨询量增长 3.7 倍，“自甘风险”

“好意同乘”等专业术语进入日常对话，
68%的受访者能准确说出至少 3 条民法
典条款。这种蜕变印证着中国政法大
学教授马怀德的观点：“民法典实施史，
本质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史。”

站在民法典实施的第二个五年的
起点，“居住权登记”“人格权侵害禁令”
等制度的落地考验仍在继续。当群众
开始用民法典条款规划遗产分配、审视
格式合同、主张人格尊严时，法治才真
正完成了从文本到生活实质性的“一
跃”。相信在这条奔涌向前的法治长河
中，每个普通人维护法治权利的故事，
都在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写下生动注脚。

本报讯 近 日，渑池县
法院组织党员干警走进该
县同康苑社区，开展民法典
进社区法治宣讲活动。

在党员干警指导下，几
位社区居民分别“变身”为
审判员、书记员、原告、被告
等角色，“沉浸式”体验庭审
现场。党员干警还同步为
社区居民生动讲解民事庭
审 的 全 过 程 ，让 社 区 居 民

“直观化”“零距离”了解民
事庭审的程序与要点，深刻
感受法律的威严与公正。

党员干警结合实际案
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
介绍了民法典中婚姻家庭、

人身侵权、赡养继承、婚姻
家庭、邻里关系等与居民生
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引
导居民树立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如果有邻里纠纷、婚
姻家庭或者遗产继承等方
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可以
来问我们！”宣讲结束后，该
院党员干警一边发放宣传
资料一边说，通过面对面普
法宣讲、答疑解惑，切实增
强社区居民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法治观念，并一
一耐心解答社区居民的法
律问题。 （代文官 刘静）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促进罪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降低
再犯率，日前，陕州区检察院、轩合司法社工
组织联合对涉罪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共同开
展“教育+训诫+督促”主题帮教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精准普法+案例分享+承
诺约束”训诫机制，强调考察期是考验与救
赎并行的特殊程序，自由绝非无约束；通过
警示案例说明违反规定的具体法律后果，破
除“试探底线”的侥幸心理；训诫对象及家属

共同签署及宣读承诺书，以契约精神筑牢行
为防线。

亲子互动环节，在检察官、司法社工的引导
下，父母和“叛逆”的孩子逐渐打开心结，相互袒

露心声。“妈妈希望以后能够多陪陪你……”“我
现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请你们相信我！”“我
们共同学习，积极配合检察院工作。”……最终，
参加活动的涉罪未成年人亲子关系实现破冰

升温，亲子双方配合检察官、司法社工帮教工
作的主动性进一步加强，未检帮教工作实效
性得到提升。

本次活动，通过团体家庭指导课、法治教
育课堂、问卷调查、训诫谈话、个体辅导的方
式，用专业化、人性化的帮教措施，帮助罪错
未成年人重塑行为认知、修复家庭关系，为迷
途少年铺就回归正途的“暖心路”，也为家庭
教育缺失的家庭注入“新能量”。

（陈育红 胡庆庆）

单位名称：温馨养老院
具体地址：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

新区）大王镇五帝村
存在的主要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院

内北侧房屋使用易燃可燃夹芯泡沫板搭
建，且违规住人办公；部分房间居住人数
超过 3 人，违反了《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GB35181-2017）的 6.1 条之规定，属于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该 场 所 使 用 性 质 为 养 老
院，属人员密集场所，共一层，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根据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GB35181-
2017）的 6.1 条之规定，直接判定该单位为
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处理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第五十四条和《消防监督检查规定》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该场

所进行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挂牌。责令该
单位于 2025 年 6月 13 日前改正。

单位名称：三门峡子童服饰有限责任
公司

具体地址：陕州区兴隆路祥瑞驾校北
100 米 001 号门面房

存在的主要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1.
西侧安全出口被封堵，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之
规 定 ，符 合《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

（GB35181-2017）第 7.3.3 条之规定；2.车间
内安全出口标志、应急照明灯数量不足，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
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符合《重大火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GB35181-2017）第 7.3.6
条之规定；3.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
款第四项之规定，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
定方法》（GB35181-2017）第 7.3.9 条之规
定；4.车间窗户设置防盗窗，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
项之规定，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2017）第 7.3.10 条 之 规 定 。 建

筑面积 1400 平方米，地上一层，该单位属
于人员密集场所，容纳人数较多，以上隐
患不及时整改将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处理措施：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方法》（GB35181-2017）第 5.3.3 条之规定，
综合判定该单位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
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提请政府挂牌督办，责
令该单位于 2025 年 6月 14 日前改正。

单位名称：义马市万壕健身俱乐部
具体地址：义马市泰山路街道华山路2号
存在的主要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1.室

内消火栓系统不能正常使用，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
二项之规定，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GB35181-2017）第 7.4.3 条之规定；2.
已设置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不能正常使
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
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符合《重大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GB35181- 2017）第
7.4.6 条之规定；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不能
正常运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符合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判 定 方 法》（GB35181-

2017）第 7.7.2 条之规定。该单位使用地上
一至三层，使用面积共 1750 平方米，营业
面积大，容纳人数较多，一旦发生火灾，严
重影响公共安全。

处理措施：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
法》（GB35181- 2017）第 7.4.3 条 、第 7.4.6
条、第 7.7.2 条之规定，综合判定该单位为
重 大 火 灾 隐 患 单 位 。 责 令 整 改 时 限 为
2025 年 4月 21 日至 2025 年 9月 18 日。

单位名称：三门峡鲸弘超市有限公司
具体地址：湖滨区上阳路与五原路交

叉口西南角 546 号
存在的主要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未

按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火灾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该场所营业面积 1700 平方米，地上一层局
部二层，符合《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GB35181-2017）第 5.2.2 条 和 第 6.6 条 之
规定。

处理措施：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提请政
府挂牌督办，责令该单位于 2025 年 7 月 27
日前改正。 （市消防救援支队供稿）

本报讯 当前，卢氏县
沙河乡的烟叶移栽工作接
近尾声，但持续旱情对烟苗
存活率构成严峻挑战。为
保障烟叶稳产增收，该乡纪
委 主 动 靠 前 监 督 ，提 前 谋
划，多措并举，以精准监督
推动各方责任落实，守护烟
农的“钱袋子”，为烟叶产业
发展保驾护航。

该乡纪 委 联 合 乡 农 业
服 务 中 心 ，深 入 田 间 地
头 、育 苗 大 棚 进 行“ 嵌 入
式 ”监 督 ，实 地 察 看 灌 溉
设 备 运 行 、物 资 储 备 等 情
况 ，对 4 个 烟 站 、10 个 行
政 村 的 抗 旱 保 苗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全 覆 盖 检 查 ，
督 促 技 术 人 员 下 沉 一 线 ，
指 导 烟 农 科 学 灌 溉 、做 好
病 虫 害 防 治 ，确 保 移 栽 烟
苗 成 活 率 。 针 对 督 查 中
发 现 的 3 处 供 水 点 水 压 不
足 问 题 ，现 场 督 办 整 改 ，
协 调 调 配 消 防 车 、洒 水 车
200 余 车 次 ，累 计 运 送 灌
溉用水 1000 余吨。

畅通“电话+微信+入
户”立体监督渠道，设立烟
叶生产专项举报台账，对烟
农反映的物资发放不及时、
技术指导不到位等问题实
行“接诉即办”，以铁纪护航
烟苗茁壮成长。（王小龙）

一部法典与一座城的法治共生

民法典：从“纸面之法”到“生活之治”
本报记者 纪雨童 通讯员 席有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被 称 为被 称 为““ 社 会 生 活 的 百 科 全社 会 生 活 的 百 科 全
书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在法律体系中居于
基础性地位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也是市场经济的
基本法基本法。。

它也被誉为它也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新时代人民
权 利 的 宣 言 书权 利 的 宣 言 书 ”，”，共共 77 编编 12601260
条条，，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着眼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对人民体现了对人民
权利的充分保障权利的充分保障。。

20202020 年年 55 月月 2828 日日 ，，十 三 届十 三 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以
下简称下简称““民法典民法典”），”），自自 20212021 年年 11
月月 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

渑池县法院：

“典”亮社区 法护万家
陕州区检察院：

重塑家庭力量 守护“少年的你”

卢氏县沙河乡纪委：

以靠前监督护航烟叶生产

这 4处场所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风险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