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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
施。民法典的“目光”，覆盖
社会生活热点，让群众感受
为民情怀与法治温暖。通
过以案释法，让案例成为宣
传民法典的生动“教材”。

案例 1：“父债子
偿”也有限制条件

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
中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
如果借款人去世后，其遗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继承
人又放弃继承遗产，在这种
情况下，出借人应该如何维
权呢？近日，银川市金凤区
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

高某曾多次向同事杨
某借款，在借款未清偿时，
高某因突发疾病去世。为
此，出借人杨某将高某的子
女和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
继承人在继承高某遗产的
范围内归还借款。经查明，
高某的遗产为住房公积金
12 万元，养老保险金 9 万
元，而高某未留有遗嘱和遗
赠扶养协议，继承人对于高
某遗留的上述住房公积金
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内金
额均放弃继承。

金凤区法院审理认为，
高某生前向杨某的借款为
高某个人债务，现高某亡
故，高某的继承人虽有义务在继承高某的遗产范
围内承担清偿借款的责任，但各被告明确表示放
弃继承遗产且未继承遗产，现有证据亦未证实高
某继承人继承了高某的遗产，因此诉讼请求不成
立。根据双方陈述可知，高某名下尚有遗产未处
分，高某的继承人虽明确放弃继承遗产，但为了切
实清偿债务，仍须协助以高某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清偿借款。最终法院判决，高某的继承人须协助
以高某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偿还原告杨某的借款。

主审法官提醒，民间有“父债子偿”一说，但这
是有前提的，即要求子女在继承父母遗产实际价
值范围内予以偿还。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债权
人应积极向法院举证证实债务人死亡时遗留遗
产，在债务人有遗产的情况下，即便继承人放弃继
承遗产，法院仍然可以让债务人的继承人作为遗
产管理人，配合审判和后续的执行工作，积极协助
债权人实现债权。在债务人去世后，债权人应积
极与继承人协商处理，如果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应尽快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例 2：未成年人网游大额充值能否
找回？

当前，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进
行大额充值、“打赏”而形成的纠纷屡有发生。那
么，父母面对被“掏空”的腰包怎么办？

近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通过“法官+调
解员”线上调解方式，办理一起被告公司远在海南
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化解了一起未成年人网络
充值的合同纠纷。

原告李某现年八岁，在使用其奶奶的手机玩
游戏的过程中，私自给手机游戏充值共计 1672元，
后李某的监护人起诉被告海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要求被告退还原告充值的全额。鉴于被告单
位在海南省，主审法官、调解员与原被告商议后，
决定采用线上调解方式处理此案。经多方沟通，
海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意退还原告李某充值
的1672元。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
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
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
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主
审法官介绍，未成年人使用父母的支付宝、信用卡
等在网络上肆意消费的行为，都需要经过法定代
理人同意或者追认。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
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
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
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
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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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安和村，“民法典手绘墙”让
普法宣传融入群众生活场景，群众随
时随地都能感受法治。

“我们将法治文化融入生活，提前
做好安全、信访、乡村振兴等法律法规
的宣传，做好群众工作，大幅度提升群
众认同感，治理工作也更加顺畅。”5月
24 日，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安和村党
支部副书记马晓琴说。

安和村利用自治区司法厅投入的
项目资金，打造了主题鲜明、特色突出
的安和村法治公园、法治文化长廊、配
齐法治服务设施设备，让群众在休闲
生活的同时，感受到身边的法治文
化。今年 1 月，安和村被司法部、民政
部命名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这几年，村民矛盾明显减少，在
我看来，民法典等法治宣传教育和矛
盾纠纷调处手段创新是关键。”村民海

有清说。近些年，安和村充分发挥“一
村一警、一法官、一律师、一人民调解
员”专业化队伍优势，通过法治大讲
堂、集中宣传、入户宣传等方式，扩大
法律普及受众面。“今年，我们还成立
了安和村综治工作站，把全村的 75 个
摄像头全部接入信息化综合管理平
台，律师每周坐班，对村民有关法律问
题进行及时答疑解惑。同时，启动网
格员和矛盾纠纷调处小组成员常态化
排查，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人防+技防’
全面提升。”安和村党支部负责人马金
耀说，自 2022年以来，安和村矛盾化解
率达 100%。

“这次组织双方调解，谁先谈一下
自己的诉求……”近日，在银川市金凤
区丰登镇西新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
室内，调解员马学军正在对一起因占
用公共区域引发的邻里矛盾纠纷进行

调解。辖区一家住户因翻新装修房
屋，擅自将家具电器等物品全部堆放
到户外公共区域内，严重影响了其他
村民的正常生活。调解现场，马学军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邻里纠纷得以
化解，该住户也将杂物全部搬离。

为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水平，
西新村充分利用村部活动中心、法治
广场、法治文化长廊等阵地，构建“八
五”普法讲师、村居法律顾问等法律服
务资源对接机制，并联合“法律明白
人”参与村民议事会议，协助起草、审
核、修订各类管理规定，为重大项目、
合同及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近年来，我区围绕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创建工作，将民法典学习宣
传融入各项基层治理活动中，因地制
宜打造“一地一品”法治文化建设特色
品牌，组织开展村规民约修订等活动。

从村头巷尾融入 提升基层依法治理能力水平
本报记者 杨 超

“典”亮基层 良法善治

民法典的温度来自于对日常生活
的关注、对社会热点的关切。

“高空抛物曾是一个困扰许多社区
的难题。自从社区进行相关宣传之后，
居民对高空抛物的认识上升到了法律
层面。”5月 26日，同心县豫海镇永春社
区党总支书记罗永梅说。

罗永梅回忆，去年年底，永春社区
孵化园小区一栋单元楼出现高空抛
物、乱扔垃圾的情况，尽管物业反复提
醒，但收效甚微。对于这种身边的困
扰，有何破解之道？其实民法典里都
给出了回应。罗永梅集合居民，联合
物业公司、社区民警及“法律明白
人”，结合民法典给居民详细讲解高空
抛物的危害及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融
情于法、寓理于事，居民对高空抛物危
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那次之
后，小区再也没有发生过高空抛物、扔
垃圾行为。”罗永梅说。

“同一楼内的邻居高空抛物砸到了
行人或车辆，如果查不出来究竟是哪一

个人造成的损害，为了保护受害人，就
只能让有可能造成损害的居民共同承
担补偿责任。明白了这个道理，大家就
不再抱有侥幸心理，同时也会相互提
醒、相互监督，促使高空抛物现象大大
减少。”同心县司法局豫海司法所所长
马晓娟说。

今年“民法典宣传月”，自治区党委
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
组精心组织、统一部署，以实际举措让
民法典走入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更好地
维护城乡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全区
各地各部门也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谁
主管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要求，全
力推进民法典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单位、进军营、进网络，引导
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努力使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发给我们的民法典小册子通俗易
懂，贴近生活，很实用。”在吴忠市公安
局红寺堡区公安分局开展的宣传活动

中，一位居民说。
“都说这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从衣食住行到维护人格尊严……”
在彭阳县司法局开展的民法典诵读活
动上，彭阳县司法局普法志愿者王宁华
以朗诵形式，表达“民”与“法”之间的时
代情怀。

在共同努力下，我区正在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民法典普法格
局。除了由专业法律人士组成的民法
典普法队伍，外卖员、快递员、个体商户
等也充分发挥职业优势，协助将民法典
知识送入千家万户，在普法工作中贡献
了新生力量。

“通过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我区进
一步把民法典普及走深落实，让大家
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也体会到创
造美好生活，人人都是参与者、践行
者，在维护法律尊严和提升法治意识
中不断推进法治宁夏、平安宁夏建设，
营造和谐友好的社会氛围。”自治区司
法厅负责人说。

从生活场景切入 研读“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本报记者 马 忠

“典”亮身边 熏陶浸润

自 2020年 5月 28日民法典颁布以
来，如何将其从“纸上的法律”变为“行
动中的法律”，让承载几代人夙愿的第
一部“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是法律
工作者必须回答好的一道政治题、法
治题。

“民法典的实施，为民事主体全生
命周期编织了‘保护网’，为全领域活动
穿上了‘防护服’。在民法典的保障下，
让每个人都能收获更多安全感与幸福
感。”吴忠市红寺堡区司法局大河司法
所所长金小白说。

5月初，红寺堡区大河乡杨某因家
中准备翻盖房屋，想将宅基地向后延伸
35厘米，但邻居马某认为此举影响正常
出行，双方多次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
突。考虑到系邻里纠纷，专职调解员文
永刚决定采用“背对背”的方式进行调
解。文永刚一边对到场的马某及家人
详细讲解民法典相关规定，一边在现场
通过电话与杨某进一步沟通，从矛盾焦
点入手劝解双方，融情于法。经调解，
双方约定杨某在原址进行翻盖，不得影

响马某正常通行。“古有三尺巷，今有相
邻权，邻里间发生矛盾时，要先正己后
正人，这也是民法典相邻关系的主旨。”
文永刚说。

民法典实施以来，红寺堡区在依法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特别是涉及困难
群众劳务、子女抚养、就医等社会保障
领域，力争把每一起典型案件都办成生
动的“法治公开课”，促进民法典不断深
入民心。同时，积极宣传用法律调解矛
盾、解决问题，帮助群众用民法典防范
风险，让法律的作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真正发挥好民法典对人民群
众的法律保护作用。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与民法典有关
系，民法典就在我们身边。”在银川市兴
庆区司法局开展的民法典宣传活动上，
通贵乡通贵村的村民马丽娟有感而发。

2020 年年底，马丽娟 13 岁的女儿
出了交通事故，花费了大额医疗费，因
肇事方没有及时履行协议书约定的赔
偿义务，后续治疗费无法落实。后经通
贵司法所工作人员讲解民法典相关法

律知识，引导其合理维护女儿的权益，
马丽娟将对方诉至法院。法院最终裁
定肇事方按时履行赔偿义务，现在马丽
娟已经拿到了部分医疗费和后续治疗
费。“这个案子的解决，让我感受很深，
民法典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能够有力地维护老百姓自身的合法权
益。”马丽娟说。

“经过 3年的实践，不但使法律工作
者更新了这些法律规则和理念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民事权利保护的意识和
理念得到充分弘扬，有效提高了社会治
理能力。”银川市兴庆区司法局局长杜
新艳说。

“民法典施行，只是迈出第一步，要
真正实施好，使其成为人民群众的‘护
身符’，还要广泛开展普法工作，尤其要
推进‘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落
实，把民法典宣传融入法治实践全过
程，继而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思维习惯。”自治区司法厅普法与依法
治理处负责人说。

三年践行，从“纸面上”到“行动中”
本报记者 马 忠

“典”亮实践 守护一生

“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2023年
5月 28日，迎来民
法典颁布三周年。

民法典，被称
为“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关系到每
个人的衣食住行，
以其“充满人间烟
火气”的本色，在促
进民事关系和谐有
序、社会稳定安宁
等方面展现出了显
著成效。

今年 5 月，同
时也是第三个“民
法典宣传月”，为了
让民法典更为走近
群众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我区开展
了一系列民法典宣
传活动，推动民法
典融入日常生活、
融入基层治理、融
入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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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心中根植法治观念的“种子”，吴忠
市红寺堡区常态化开展“民法典进校园”。

本报记者 马忠 摄

普法场景融入生活场景，银川市兴庆区
工作人员“送民法典进社区”。

本报记者 马忠 摄

银川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干警参加“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
活动。 本报记者 张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