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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2 月 18 日上午，徐汇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举行。 区委

书记、区委依法治区委主任曹立强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华，区委

副书记沈权，区领导何雅、赵懿、胡芳、习挺松、朱伟红、吴捷、王志华、麦珏、

朱庆华等参加会议。

提振信心 护航新质生产力 守护美好生活

区委书记、区长带头述法

曹立强指出，今年是“十四

五”规划收官之年，要聚焦深化

落实市委对徐汇的功能定位要

求， 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 稳预

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为高质量

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进一步

推进“建设新徐汇、奋进新征程”

各项目标任务提供法治保障。

以法治化营商环境

提振发展信心

要把握主动性，做到“有求

必应”， 加大对区域各类经营主

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及时有

效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要把握规范性， 做到“无事不

扰”，坚持依法行政，落实好“检

查码”“风险 + 信用”分级分类监

管等新模式， 做到“查得少”又

“管得好”。

以专业化法律服务

护航新质生产力

要做大做强法律服务，集聚

培育更多高水平法律服务机

构，提高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

要继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加

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规律的学习研究， 推动新兴

领域在规范中发展、 在发展中

规范。

以法治为民

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要拓宽群众参与渠道，深

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用好

基层立法联系点、法治观察员、

人民监督员等力量， 更好吸纳

民意、汇聚民智。 要做实片区治

理机制， 持续深化信访解纷服

务站、民情快办工作站、公共法

律服务客厅等建设， 加强以案

说法， 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发

现在早、化解在小。

会议学习传达了市委全面

依法治市委员会会议精神，听

取、 审议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

员会 2025 年工作要点，举行了

区委区政府兼职法律顾问聘任

仪式，公布了 2024 年度“法治

先锋”优秀案例，发布了《徐汇

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成果案

例集》。

会上，曹立强、王华带头述

法，区委统战部等 20 家单位主

要负责人进行述法，区工商联、

漕河泾街道主要负责人作专题

述法， 曹立强对述法情况进行

点评。

（来源： 区委办）

邻里之间每天低头不见抬

头见，生活中有些摩擦是常有的

事，然而，最近一则热搜消息却

让人扼腕叹息，原来是因为邻居

沈阿婆将建筑垃圾堆放在公共

区域，年逾七旬的张阿伯与其发

生争执，争执后不久，张阿伯在

回到家门口时突然倒下，虽被紧

急送医但仍不幸去世，死因为急

性心肌梗死，张阿伯的家人遂将

邻居诉至上海嘉定法院，索赔近

60 万元，那么，邻居需要为张阿

伯的去世担责吗？

1. 阿婆乱堆垃圾引争

执，邻居老伯不幸身亡

几年前，沈阿婆家申请翻建

宅基地房屋， 根据相关规定，她

家需要拆除旧房的围墙。 然而，

即便村委会工作人员多次告知，

沈阿婆一家仍未主动拆除围墙。

直到 2023 年 6 月， 鉴于沈阿婆

家迟迟未进行整改，村委会向其

发出了整改告知书，要求其自行

清理公共区域内的堆放物并恢

复原状。在多日等待后仍未见任

何改进，村委会工作人员通知沈

阿婆家人将协助拆除围墙，并得

到了他们的同意。

在预定拆除的当天下午，村

委会安排了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执行拆除工作。 经过现场协调，

张阿伯和沈阿婆两家达成协议：

拆除围墙后，双方均不得在相邻

的弄堂内堆放物品或使用该空

间。 然而，在工作人员准备清理

拆除下来的砖头时，沈阿婆却擅

自取走部分砖块，并将其堆放在

两户人家之间的弄堂里。这一举

动导致张阿伯情绪异常激动，进

而引发了双方激烈争吵。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争吵

结束后，张阿伯返回自家门口时

突然倒地不起。他随即被 120 急

救送往医院，但不久后因病情恶

化不幸去世。根据居民死亡推断

书，张阿伯的直接死因为急性心

肌梗死。

2. 身亡者家属追责，诉

至法院要求赔偿

张阿伯去世之后，两家关系

急剧恶化。 张阿伯家人作为原

告，在法庭上陈述称，在张阿伯

病情恶化之际，他们准备前往医

院探视时，曾偶遇沈阿婆一家四

人，其间张阿伯老伴遭受了对方

的挑衅与谩骂。而在张阿伯去世

后进行“做七”仪式时，沈阿婆一

家不仅没有表示哀悼，反而通过

跳舞嬉笑等方式对张家人进行

了嘲讽和挑衅，给张阿伯家人带

来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张阿伯的家人认为，正是由

于与沈阿婆的争执导致张阿伯

情绪激动，进而引发了急性心肌

梗死并最终不幸去世。 而且，沈

阿婆抢占公共区域的行为，加上

后续的侮辱谩骂，进一步加剧了

双方的矛盾，沈阿婆一方显然存

在重大过错， 应当承担不低于

50%的责任。 此外，在张阿伯抢

救及治疗期间，沈阿婆一家多次

围堵、谩骂，给张阿伯及其家人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老人去世

后的祭奠活动中，沈阿婆一家再

次表现出挑衅和幸灾乐祸的态

度，给张阿伯的家人带来了又一

次的精神创伤。

基于上述理由，张阿伯的家

人向嘉定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

令被告沈阿婆赔偿包括医疗费、

急救费、交通费、护理费、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等在内的各项损

失共计 98 万余元中的 50%，即

49 万余元；同时，请求判令沈阿

婆一家四人共同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10 万元。

3. 邻居辩称： 死者本

就有基础病，法院判决： 邻

居承担 5%的责任

邻居沈阿婆及其三名家人辩

称， 请求驳回张阿伯家人全部诉

讼请求。他们表示，沈阿婆未参与

争吵且语气平和， 其他三人不在

场，死者本身有严重基础性疾病，

死亡主要因其自身疾病引起。

法院审理查明，张阿伯曾行

冠脉搭桥术并患有高血压。尽管

沈阿婆一家声称不知晓张阿伯

的病情，但村委会证言显示两人

曾发生争吵，起因是沈阿婆家未

按规定拆除旧房围墙，并在拆除

后将砖头堆放在公共弄堂中。

法院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证

明沈阿婆知晓张阿伯的心脏病

情况，但她应意识到与老年人激

烈争吵可能导致的情绪波动及

后果，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存在

过失。张阿伯的急性心肌梗死发

作与争吵有关，但其自身疾病为

主要死因， 自身存在主要过错。

因此， 法院判决沈阿婆承担 5%

的责任，赔偿张阿伯家人 4 万余

元，并全额承担律师费和精神损

失费，其余诉请不予支持。

你遇到过邻里矛盾吗？俗话

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相

处应以和为贵，遇事切莫“上头”

起纠纷，凡事都好商量。

（来源： 央视网）

老人与邻居争吵后急性心梗离世，

家属索赔 59万，法院判了

随着智能家居产品功能日

益丰富， 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

将电子猫眼、 可视门锁等装置

作为“安全卫士”筑起家庭“第

一道防线”，但随之也引发了侵

害邻居隐私权的隐忧。

【案件回顾】

沈某和王某是居住在同层

的邻居， 两家的房门关闭时呈

直角相邻状态，相距不到半米。

王某家门上安装了智能电子猫

眼， 通过软件可查看实时画面

并可录像存储。 沈某称其在自

家门口停留或外出时， 电子猫

眼的人体红外感应触发功能会

自动启动录音录像并上传云

端。 自己和家人时刻暴露在监

控下，心理压力巨大。 与物业沟

通无果后，沈某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王某拆除电子猫眼并删除

相关影像。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本案中， 王某的电子猫眼监控

范围包括楼道和沈某家门口，

可以采集到沈某家中出行人员、

出行规律和访客来往等信息，使

得沈某及家人日常出入住宅情

况处于监控状态下， 上述信息

与沈某及家人私人生活习惯直

接关联，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属

于法律规定隐私的范畴。

法院判决， 王某安装的电

子猫眼已对沈某及家人的正常

生活构成妨害， 支持沈某要求

拆除的诉讼请求。 因沈某并无

证据证明王某设备里存储相关

影像， 或将沈某及家人的影像

上传网络或发送给他人， 故对

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如何在个人安全与避免侵

犯他人隐私间找寻平衡？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李颖表示，

从生产者角度而言，厂家在产品

研发时可从规避侵权的角度对

此类功能适度弱化，应对用户场

景模型进行更加智能与精准的

设计。 同时，为避免因人脸识别

而引发相关肖像权、 名誉权、隐

私权案件出现，智能家居产品在

设计理念上也应规避人脸数据

精准信息的搜集与记录，并加强

信息存储安全维护。

从销售者角度而言，消费者

对于隐私权相关法律规定与风

险并不了解，但电商平台等销售

方可在产品宣传时标注产品摄

录范围并注明拍摄他人隐私的

侵权风险，尽到相关提示义务。

对于使用者而言，业主应根

据住所布局、房门朝向等对摄录

范围与侵犯邻居隐私的可能性

进行分析，适度调整设备安装高

度与角度。如果存在拍摄到邻居

隐私的可能性，可采取事先和邻

居沟通协商，共享监控内容等方

式，取得邻居知情与同意，避免

产生后续争端。

权利的行使应有边界，自由

不能建立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的基础上。广大居民应规范使用

智能家居产品，共同营造和谐安

宁的居住环境。（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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