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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
力，是制定法律和完善法律体系的根本依据，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

身边案例
“姊妹们，当我们遭受家庭暴力时，一定要保留好证据，学会

应用法律武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以前，我总认为遭受家暴是
一件不光彩的事，无法给别人说，更不知道报警求助，现在我知道
了遭受家庭暴力该怎么维权了”……日前，面对吴忠市红寺堡区
公安分局红寺堡派出所民警开展普法宣传时，曾饱受过家庭暴力
侵害的晓萍（化名）大胆说出了心里话。

发生在晓萍身上的家暴起因都是家庭琐事。今年 4月 6日，

晓萍在家中被丈夫马某殴打，民警对马某批评教育后进行治安调
解，并向马某下发《家庭暴力告诫书》；次日，两人再次发生争执，
晓萍用刀具将自己胳膊轻微划伤，民警再次进行调解劝导。直至
4月 21日，当马某再次对晓萍实施殴打后，民警立即立案，依法对
马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为使矛盾纠纷从根源化解，5月 8日，红寺堡派出所联合辖区
街道办事处、司法局、法院、律师事务所展开联调联处，解决了晓
萍和马某财产分配、子女抚养、探视等困扰双方的问题，为该起婚
姻纠纷画上了圆满句号。

“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及普法教育深入开展，家庭暴力
不是‘家务事’的观念逐渐得到接受和认同。但仍有群众对家庭
暴力存在错误认识，一些受害者受‘家丑不可外扬’等思想的影
响，不敢或不愿向外界求助，导致家庭暴力无法被及时发现、及早
干预。”红寺堡派出所所长王占新说。

法律解读
依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
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针对家庭婚恋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堵点、痛点、难点，我们探索
形成了‘排查收集、汇总评估、调查调处、定级分流、跟踪问效’调处
机制，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家庭婚恋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
作全过程，有效预防、及时制止家庭暴力，切实保障维护妇女儿童的
合法权益，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辖区社会治安稳定。”王占新说。

“面对家暴，请大家勇敢说‘不’。”王占新提醒，遭遇任何形式
的家庭暴力，一定要选择报警。同时，遇到家庭暴力不要慌，要收
集好证据，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只有当事
人不再沉默，才能让家庭暴力‘保持沉默’。”

勇敢向家暴说不
本报记者 马 忠 文/图

身边案例
今年，银川市李先生立下遗嘱，将房产和存款留给了一直照

顾自己的小儿子小明，而未分给多年未回家的大儿子大明。不久
前，李先生去世后，大明起诉至法院要求分割李先生名下的遗产，
而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先生所立遗嘱合法有效，判决遗产按所立
遗嘱分配，驳回了大明的诉讼请求。

这些年，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越来越被公众关注。王某的
妻子金某因病去世，后来王某和张某某再婚。王某和前妻有两个
子女、张某某和前夫有一个子女。2019年，王某在银川市国立公证
处办理了公证遗嘱，将其名下一套房产由其和前妻生育的长子王某
甲继承。王某去世后，王某甲依据遗嘱要求办理房产过户，但遭到
张某某拒绝，张某某拿出一份手写遗嘱，表示系王某生前所立，将王
某甲诉至法院，诉求上述房产应由张某某继承。经法院审理，认为
张某某持有的遗嘱没有见证人等，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求和程
序，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上述遗产按王某甲所持有的公证
遗嘱进行遗产分配，由王某甲继承。

法律解读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不难明白，遗嘱继承优先法定继承，而且

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是非常重要的。”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公证员
马淑珍说。

民法典规定，遗嘱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
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六种形式。但无论哪种遗嘱形式，
都有严格的法定要件，而且必须确保遗嘱内容清晰明了，以避免
后期可能产生不必要争议。比如：口头遗嘱仅使用于遗嘱人在危
急情况下，而且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哪些人不
能作为见证人，也是有法律规定的。民法典规定，下列人员不能
作为遗嘱见证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
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赠
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据了解，遗嘱继承是指继承开始之后，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
（遗嘱人）生前设立的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一种
继承制度。这是一种根据遗嘱人的意愿来处分其个人财产的方
式，它与法定继承相对，法定继承是在没有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的情况下对遗产按民法典法定继承顺序进行遗产分配的方式。

“依照民法典，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
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马淑珍说。

公证遗嘱是唯一一种由法定证明机构办理的遗嘱形式，其他
形式的遗嘱制作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公证员在办理遗嘱公证时，
公证员会运用专业法律知识为立遗嘱人尽可能地排除法律风险
且公证遗嘱的办理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在办理
时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细则，避免了其他遗嘱形式由于
不规范而导致无效的情形。

“随着财富的积累和家庭关系的复杂化，遗嘱继承成了一个
不可忽视的法律问题。它不仅关系个人财产的传承，还涉及家庭成
员间的情感和权益。很多人误认为只要存在任何形式上的表达意
愿的遗嘱即可生效，但实际上，不符合法定要件的遗嘱可能无法作
为合法有效的遗嘱使用，正如上述案例中，张某某持有的遗嘱就是
因为不具备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而导致无效。”马淑珍说。

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哪个优先
本报记者 马 忠 文/图

银川市国立公证处工作人员为群众办理公证。

身边案例
王某家住固原市，平时喜欢在快手等网络平台上与网络主播

进行互动。某天，一网红主播在与他人PK时将王某抱起来转圈，
另一网民张某遂将该直播视频截屏后，发布在快手平台账号上，
并配文“水性杨花”，该图片被多人浏览、点赞。王某发现张某发
布的截屏照片及文案后，要求张某删除遭其拒绝。王某遂将张某
诉至原州区法院，要求张某删除信息，在报纸刊物上赔礼道歉，消
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10万元。诉讼中，张某仍未认识到自
己的行为对王某的名誉权造成侵犯，法庭调解双方分歧较大，后
经法院审理，张某的行为确已侵犯王某名誉权，结合本案侵权事
实及社会影响，最终判决张某当面向王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王某
精神损失费2000元。

同时，还有网民为博取眼球，获取流量，捏造并散布虚假信息。
刘某某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一则带有“恶霸到一男子家中欺凌其妻

子和母亲，该男子知道后到恶霸家将 8个人砍死……”等言论的视
频，引发网民关注与评论。中宁县公安局发现该视频后，立即将刘
某某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询问。经查，刘某某为博取眼球，获取流量，
捏造并散布了以上谣言。通过派出所民警的批评教育，刘某某对其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将短视频进行删除。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宁县公安局依法对刘某某予以行政处罚。

法律解读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网络时代，如何判定网暴行为是否违

法、评论区与他人互怼时的情绪化语言能否构成名誉侵害、在网
上针对他人散布侮辱性言论会受到怎样的处罚？记者采访了宁
夏朔方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燕青。

民法典第 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
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张某将带有王某肖
像的截图和带有侮辱性字样的文案，擅自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并
在王某要求对照片和文案进行删除后仍拒不删除，导致王某的社
会评价受损，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王某的名誉权。”马燕青说。

据介绍，宪法第三十五条保证了我国公民具有言论自由。对
于公民而言，言论自由是在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基础上而拥有的相
对自由。也就是说公众无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日常生活，
还是发表对人或事物的观点看法，均要以不能侵犯他人权益为前
提。如果侵犯到了他人权益，或者发布了虚假言论引发了恶劣影
响，那极有可能要承当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者受到治安管理条例
的处罚，更严重的还有可能触犯刑法。

“开放的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我们鼓励大家分享美好生
活，我们也愿意看到每个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但同时大
家在网络空间发布言论时，务必把握好言论边界，真实、理性发
声，文明用网，如有侵犯他人隐私权、名誉权或荣誉权等权利的行
为时就构成了网络暴力。”马燕青说。

在网上说啥会构成违法
本报记者 杨 超 文/图

身边案例
近日，经贺兰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数月努

力，帮助冯某某等 13名农民工成功要回被拖欠的
9.6万余元工资。

2022 年 7 月，冯某某等 13 人从西吉县来到
贺兰县，在宁夏某智能有限公司承包的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某项目上从事土建木工工作，工作一
直持续至 2023年 1月。此后，该某智能有限公司
支付了部分工资后，欠 9.6万余元工资未支付，工
程分包人李某某一直无法联系，冯某某等 13人无
奈之下，到贺兰县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贺兰
县法律援助中心本着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实行优
先受理、优先审查、优先指派的原则，第一时间与
欠薪单位进行积极对接，经过律师 8个月的不懈
努力，13名农民工终于成功拿到了被欠的 9.6万
元工资。

赵某某 2018年 7月入职某建设集团公司从事
行政工作并签订了劳动合同，后因该公司经营管理
不善，于 2023年 7月 13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拖
欠赵某某 8个月工资未支付，经贺兰县法律援助中
心律师积极努力，为赵某某依法讨回所欠工资及补
偿5.4万元。

“很多讨薪案件金额虽然不大，案情也不复
杂，但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就是让遇到法律问题
的困难群众能够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
务，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贺兰县司法局
局长马小梅说。

法律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有关法律规

定制定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施工
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
资，同时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

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
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
账户。

“案例中，涉案工程分
包给李某某，根据规定，建
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
位将建设工程发包或者分
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
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
或 者 施 工 总 承 包 单 位 清
偿。”马小梅说。另外，赵某
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公
司拖欠工资且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应当
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向
赵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劳动者在工作中应当提高维权意识，做好事
前、事中、事后三件事。”贺兰县司法局法律援助
中心负责人潘赛颖提醒，劳动者事前要签好合
同，其中签署劳动合同、劳务合同等相关合同之
前，除了应当明确合同核心条款外，还要善于利
用信用信息查询系统、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等相
关平台，结合签约对象的过往记录掌握好合同
相对方的基本情况，以防对方陷入履行不能；事
中要注意收集证据，在合同履行中要积极收集
合同履行产生的书面、视频、图片、会议记录等
证据材料，同时积极跟进合同履行进度；事后要
积极维权，就职者可向劳动保障主管部门、法律
援助中心等部门寻求帮助。同时，农民工遇到
老板不接听电话、不露面的情况时，首先应到公
司老板居住地或暂住地的公安部门调取老板的
居住信息，找到信息后，农民工应以合法的方式
向老板以及老板上面的开发商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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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案例
“关于学生欺凌，实践中除了常见的肢体、言

语等欺凌形式外，还存在通过排挤同学、散播不实
谣言中伤他人等方式，破坏被欺凌者的社交关系，
使其在学校中被孤立。”12月 1日，北京市盈科（银
川）律师事务所公益委员会主任耿超律师介绍。

今年，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
一起涉未成年人欺凌案件：小张是一名在校学生，
某天从他人那里看到一篇与同学小黄有关的网络
笔记，内容言论粗俗，充满对小黄的诋毁。由于小
张本身对小黄心存不满，便在微信朋友圈邀请大
家“吃瓜”。有同学“闻讯而来”，小张便将网络笔
记和自己保存的几段视频发给其他同学，并影射
其中一段不雅视频中未露脸的女子为小黄，同时
还告诉其他同学这些资料可以随便发，导致案涉
笔记和视频进行了二次传播。

最终，法院认定小张的行为侵害了小黄的名
誉权、隐私权，判令小张及其监护人向小黄赔偿精
神损失费 5000元，同时判决小张在其微信朋友圈
向小黄公开赔礼道歉，且致歉声明需连续公开保
留至少24小时。

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8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
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针对学生欺凌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2020
年修订时就已明确欺凌包括肢体、语言、网络等多
种方式，后果不仅包括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还包
括精神损害。近年来，法律对于学生欺凌问题重
视与回应，可以说是宪法对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在
未成年人保护视角下的具体体现。”耿超说。

在提到欺凌治理实践中常见的关系欺凌、网
络欺凌时，耿超认为，民法典规定了包括未成年人
在内的个人基本权利，而学生欺凌中出现的造谣

诽谤、散布隐私等手段，虽
然看似没有直接的肢体接
触和言语侮辱，但却很容易
在学生群体中扩散，使旁观
者对被欺凌者产生负面认
识，并造成其在特定环境中
的社会评价降低。这些行
为侵害了被欺凌者的名誉
权、隐私权，所以前述案例
中法院最终会判令欺凌者
及其监护人承担赔偿及赔
礼道歉的法律责任。

“如果放任欺凌事件的
发生而不加以有效干预，不
仅会造成被欺凌者的身心
受损，也会强化欺凌者的不
法行为，在其以后的成长过
程中带来更严重的违法后
果。”谈及法律责任，耿超
说，学生欺凌，需要所有成
年人的共同重视，更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干预，因此国家才会在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明确禁止监护人放任未成年人欺凌
他人。

同时，从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随意辱骂、殴
打、诽谤、泄露他人隐私等违法行为的严厉处罚可
以看出，在成年人的世界无论什么形式的欺凌，都
是为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耿超表示，面对未成年
人，更需要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学校
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社会有效支持服务
全面育人，不仅让未成年人通过案例知道法律规
定和责任，更要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三观，主动避免
欺凌行为。

正如耿超每次进校园普法时，与学生共勉的
两句话：“每个人都有其价值，没有人理应受到欺
负；我们不需喜欢每个人，但必须尊重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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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守护“宪”给你

马燕青（右）为群众答疑解惑。

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