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看捍卫英烈的法制之变
一连几日，与戍边英雄有关的

话题密集涌现，持续霸榜热搜。 与
之同时，三天内多地多人因诋毁戍
边英雄被拘，引发巨大社会关注。

“和平从不会从天而降，总有
人为你负重前行。 ”看完戍边英雄
们的事迹，不少人对这句话有了更
深体悟。有人说，“他们才是我们该
追的星”； 也有人说，“这才是热搜
该有的样子”， 人们前所未有地走
近那些远在风雪边关的“最可爱的
人”。网友们一键键点出来的“英雄
热搜”，是对戍边战士的朴素致敬，
也是社会价值的一次正向校正。

而舆论场的声音中，还有一个
鲜明趋向，那就是面对诋毁英烈的
宵小之徒，很多人都清晰指出侮辱
英烈是违法行为， 必须依法严惩。
回顾过往，历史虚无主义曾沉渣泛
起， 一部分人抛出过不少奇谈怪

论，持续诋毁抹黑英烈。对此，拍案
而起的正义之士不少，却难以形成
实质性震慑。 但现在，无论媒体还
是网友，既谈“道德”，更讲“法律”，
依法举报，人人喊打。 公安机关也
第一时间行动，该拘的拘、该罚的
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重拳之下，
还有人选择了投案自首，法律威慑
作用可见一斑。

“抹黑英雄不只是道德问题，
更是法律问题。 ”这种社会认知上
的变化，无疑是一大进步，也证明
近些年紧锣密鼓的法制建设十分

给力。 眼下，全国各地运用法律保
护英烈名誉的典型案例层出，这在
夯实守护英雄的社会共识的同时，
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当然，保护英烈并不止于“护
名”。 此次牺牲的陈红军、陈祥榕、
肖思远、 王焯冉 4 位边防战士，当

月就评定为烈士， 隆重迎回安葬；
烈士褒扬金和抚恤金，第一时间全
部发放到位； 对烈士家中的困难，
相关部门联手解决……“请烈士安
息，我们会照顾好您的家人”，一系
列褒奖、慰问举措，是对英魂的真
诚告慰。 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党
的十八大以来， 从设立烈士纪念
日， 到建立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再
到完善法律法规，捍卫英雄、褒奖
英雄、 尊崇英雄的制度正趋于完
善。 当制度土壤日渐培厚，爱国情
怀、英雄精神一定会得到更充分的
呵护。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英雄
陈祥榕写下的战斗口号，读罢让人
泪目。让国家的关爱、法治的捍卫、
人民的尊崇汇聚在一起，才不负这
份赤诚。

摘自《北京日报》

家务补偿不能拿保姆工资衡量
全职太太离婚，获 5 万元家务劳动

补偿，多了还是少了？ 这是这两天舆论
场争论不休的话题。

事情缘起于，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
法典新规定，首次审结了一起离婚家务
补偿案件。 该案中， 全职太太王某称，
因自己在婚后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故提
出要求家务补偿。 最终法院判决其与
陈某离婚，同时判决陈某付给王某家务
补偿款 5 万元。

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
“家务劳动补偿”有法可依，可以说，本
案是民法典对婚姻各方保护越来越人

性化、司法越来越尊重现实社会家庭形
态的实践。 考虑到开了全国先例，这显
然不乏标杆价值。

点燃网民情绪的关键点，是补偿金
额“是否太少”。 但很多人忽略的是，这
5 万元是对婚姻中负担更多义务一方
做出的补偿，而不是将家务劳动货币化
的赔偿。
从法律层面去看，民法典倡导家庭成员
之间坦诚相待，充分认可各方在维系家

庭中做出的努力，不让任何人对家庭的
贡献不被“看见”、被辜负，甚至被遗忘。
但立法的本意，绝不是把婚姻关系异化
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或金钱关系。

所以，用保姆工资的算法来衡量全
职太太的家务劳动补偿， 注定有失偏
颇。 夫妻间的付出，不会像雇主与保姆
间那样完全合同化，而会嵌入更多“情”
的分量。 在此基础上去理解 5 万“家务
补偿”，方能少些偏狭。

现实生活中，一些全职主妇牺牲自
我，全心全意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一旦
婚姻遭遇变故，不仅落入十分被动的局
面，还面临再就业时的歧视。 对待这些
现象，有关方面必须重视，并为消除此
类观念，创建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而努
力。

此外，本案判决的意义在于，借助
民法典激活了此前的休眠条款———家

务劳动补偿制度。 总而言之，家务劳动
补偿可以有，但拿保姆的标准去衡量无
价的爱与付出，恐怕只会让更多人不敢
走入婚姻。 摘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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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农村宅基地的“歪主意”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

示，要严格禁止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
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等，
也不能以各种名义强制农民退出宅

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美

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一些风光秀美
的乡村日益受到人们关注，越来越多
城里人希望到农村居住或度假。 少数
个人或开发商瞄准“商机”，通过各种
方式搞变通，在农村建起“小产权房”
或私人别墅、会馆等。

实际上，农业农村部此次表态，
并不是第一次叫停打农村宅基地

“歪主意 ”的做法 。 此前 ，国家发改
委、原国土部(现自然资源部)等部委
曾多次发文或表态， 严禁城里人到
农村买地建房， 利用农村宅基地建
别墅、会馆等。

国家部委频频 “喊话 ”，但类似
现象仍然禁而未绝， 固然与一些人
向往农村风光和依恋乡愁有关 ，但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在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尚未建立的背景下 ，
农村建房的低地价、 低建设成本容
易诱发逐利冲动。

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土地财

产，也是农民安身立命所在。 2018 年

“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 ，要在法治的
框架内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 、资
格权 、使用权 “三权分置 ”的新一轮
改革；2020 年，中央有关部委在全国
104 个县市区和 3 个地级市启动了
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
核心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
现形式。

这些改革举措说明，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入市、农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
转、抵押、自愿有偿退出、有偿使用等
问题，都正在探索解决之中。 之所以
要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归
根到底就是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严防城里人下乡利用农村宅基

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首先要
按照中央要求， 保持足够的历史耐
心，稳慎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坚
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
线不突破、 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
线，确保改革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向
前推进。

刹住城里人下乡建别墅、私人会
馆的歪风，还应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打击力度。 事实表明，面对高额的
利益回报，一些人瞄准农村宅基地等
“唐僧肉”铤而走险的现象时有发生，
需要监管执法利剑高悬，对此类行为

严肃查处。 此前，一些违规大棚房里
建起豪华会所、休闲度假设施甚至别
墅等问题被严肃查处、 清理整治，就
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

此外，加强全民普法宣传同样重
要。 面对一波又一波 “到农村去”买
房、建别墅等热潮，很多当事人对农
村宅基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不了解，
对关于农村宅基地禁止非法买卖等

相关规定更是知之甚少，这一方面增
加了城里人到农村买地建房的违法

风险，也造成一些因不懂法而到农村
投资者的不必要损失。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喝酒签署“生死状”有法律效力吗
近日，某地一则《聚会声明》刷

屏朋友圈。 该《声明》约定：“今天
在座各位人员喝酒时发生意外，与
兄弟们没有任何关系，纯属自己自
不量力。 喝伤、喝死与在座所有人
没有任何关系，写此声明以免特殊
意外家属纠缠不清，所有人签字画
押生效。 ” 下方是一排排红手印，
很有一股签署“生死文书”的既视
感，还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
悲壮感。

春节假期走亲访友、 亲朋相
聚，免不了会喝些酒。每个酒席上，
又总有那种不醉不归的人，似乎不
喝倒一个就是没喝好，劝酒方式更
是五花八门。 这些年，因为喝酒喝
出意外的事件，不乏其例。

因为发生在酒桌上的意外太

多， 使得欢聚变成了悲剧不说，同
饮者事后往往还被家属要求承担

赔偿责任。 于是，类似“免责声明

书”“聚会声明”之类的文书，就被
人“发明”了出来。 明明是喝酒聚
餐，结果先要签一个“生死状”，有
的还要拍视频，一字不漏地大声念
出来，令人啼笑皆非之余，更有一
种莫名伤感：喝酒都喝到了准备生
离死别的份上，这又是何必呢？

能够想到要签署免责声明，说
明大家法律意识还挺强的， 这个层
面上讲，不是什么坏事。 只不过，自
我承诺责任自负不涉他人， 虽是真
实意思表达，貌似合情合理合法，实
质上却没有法律效力。 为啥这种签
字画押的民事契约， 当事人说了不
算呢？因为《民法典》规定得很清楚，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二)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法律如此规定，貌似不够尊重
契约自由，实则为了保护受害者权
益，以体现真正的公平。 有些事情

根本不是约定的事， 而是法定的
事， 双方签字画押也无法规避责
任。 如果一起喝酒的人酒后遭受损
伤或者死亡， 共同饮酒人存在过
错，没有尽到同饮者之间适当的提
醒、照顾、保护、通知等注意义务，
就仍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会因
为签了所谓“生死状”而免责。

聚餐饮酒 ， 图的应该是一个
乐，而不是非要喝倒几个。 真有人
喝倒了，喝进医院了，甚至喝出人
命了，非但无乐可言，反而成了悲
剧， 每一个同饮者哪怕不用担责，
也要接受良心的谴责。 喝酒不劝
酒， 尽到提醒和照顾等注意义务，
劝阻同饮者酒后驾车，将醉酒者安
全护送到家，这些都是基本的同伴
义务。 真有那种喝酒不要命的，最
好的办法不是跟他签“生死状”，而
是再也不与他同桌饮酒。

摘自《北京青年报》

整改搞变通 此路行不通
由于长江经济带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不力， 比如安徽省池州整改搞
变通、走捷径，江西省上饶整改督导走
过场、不动真碰硬等，沿江六市（区）政
府 22 日被生态环境部约谈。 整改搞变
通，此路行不通。

整改搞变通，是侥幸心理作祟。 约
谈中指出的问题， 有的反映了部分工
作人员能力不足、水平不够的问题，有
的反映了一些人心存侥幸、 偷奸耍滑
的心态， 比如有的地方明知污水处理
厂有溢流，仍形成销号资料上报。

整改搞变通， 根子是干部作风问
题。 整改搞变通，折射出某些地方不仅
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也存在干部作风漂
浮、工作不在状态的问题。 事实一再证
明，纸包不住火，雪埋不住鞋，蒙混过不

了关，正视问题、扎实整改，才是正道。
在已经被点名要求整改的情况下，

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暴露了一些
地方对生态环境问题不重视，发展理念
存在偏差。同时从以往发生的此类案件
看，也有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作祟。 对
于一些明显袒护包庇问题企业、糊弄应
付整改的相关责任人，需要生态环境部
门、纪检监察等部门联动出击，彻查深
挖，拔出萝卜带出泥。

整改搞变通，绝对行不通。 敢于刮
骨疗毒，才能釜底抽薪。做好整改工作，
不仅需要制定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
的整改方案，还需要从整顿干部作风入
手，敢于硬碰硬、动真格，让心存侥幸者
碰钉子，让腐败渎职者受惩处。

程士华

埇桥区道东街道：为军事训练提供“四力”保障
近年来，埇桥区道东街道紧跟新

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
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四力”保障，推
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聚焦“向心力”，抓好理论武
装学进去

街道通过抓好民兵整组工作，加
强政治理论教育， 现有民兵 987 人，
基干民兵 47 人 ， 其中应急力量 30
人，专业力量 16 人，特殊力量 1 人，
普通民兵 940 人。 18 到 35 岁退伍军
人服预备役 215 人，4 名民兵营长均
纳入社区两委，现役军人 44 人，一类
预备役人员 65 人。 党组织预建到位，
骨干整体素质较高，能够坚决服从党
的领导，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 根据《宿州军分区关于“战
备周 ”和 “战备训练日 ”的规定 （试
行）》，街道将“民兵分队训练”作为落
实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要内容，按“分
区域组织、分阶段实施、分类型指导”
的统筹训练模式，有效地保证了训练
的有序开展。

提高“战斗力”，深入一线实
战练精兵

打战硬碰硬， 训练必须实打实。
街道坚持实战实训、按纲施训，一切
以实战需要出发，达到以训促战的过
硬作风。 重点加强民兵应急力量、专
业力量、特殊力量的建设，使民兵组
织成为维护社会稳定， 完成急、 难、
险、重任务的中坚力量。 如购买冲锋

舟 2 艘、皮筏艇 2 艘，汛期前在汴河
三角洲举办水上救援演练。 担负春节
期间战备值班任务前，进行基本军事
技能训练，包含官兵相识、战备教育、
队列训练、警棍盾牌术、防爆装备器
材操作等。 发动民兵参与防汛减灾、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疫情防控等中
心工作，组建医疗救护和消防灭火民
兵应急分队参加全省民兵分队现场
观摩，涌现出一大批民兵军事训练尖
子，激发了民兵参训热情，提升了民
兵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激发“创新力”，锻造素质过
硬后备军

道东街道选准配强骨干、注重组
训创新，树立民兵不怕吃苦、敢于冲

锋、能打胜仗的良好形象，大力支持
和推动民兵训练、点验工作，圆满完
成民兵集训、培训、点验大会等各项
工作任务，连续四年被宿州军分区评
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 安徽省首个国
防后备班于 2018 年在道东辖区的宿
州应用技术学校成立，实现了国防教
育、兵役征集、国防准军事后备生培
养“三位一体”模式。 现有学生近 300
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利用业余时间
掌握队列训练、擒拿格斗、军事战术
等基本技能。 街道每年安排 2 天集
训，组织“国防后备班”进行了 60 公
里的野外军事武装拉练，通过走、打、
吃、练等增加训练乐趣，锻炼民兵营
长和民兵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提高
民兵分队成建制遂行任务能力。

完善 “硬实力 ”，加快转型升
级能打赢

为适应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后备
力量建设的需要，街道投入 200 多万
元，更新完善了武装部战备器材库和
作战指挥系统。 以建设“全国示范型
退役军人服务站” 为抓手， 投入 120
多万元建成 500㎡的综合性服务站，
扎实做好教育培训、就业推荐、培养
使用等工作。 充分利用绿地空间，打
造 1000㎡的道东国防文化园、2 公里
长的双拥示范路及翠园社区双拥示
范点。 坚持每年走访慰问驻地部队官
兵，注重为部队办实事解难题，以实
际行动支持国防建设。

（何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