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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如何更
有保障？

【案例】北京一公司近年来打着
“以房养老”旗号设下骗局，诱骗老人们
将房子抵押。直到贷款公司上门催债，
老人们才意识到上了当。2019年，警方
对此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近百人。

作为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一大举
措，“以房养老”理应更好保障“老有所
养”。我国从2014年开始试点“以房养
老”，但由于其中的房产处置风险、法
律风险等，许多人仍然对此疑虑重重。

【说法】民法典在物权编中专章规
定了“居住权”，其中明确，居住权人有
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
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
住的需要。

民法典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
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
记。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
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法律界人士认为，将居住权明确
为用益物权的意义重大。老年人可以
在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同时，通过设
立居住权来对住房享有长期、稳定的
居住权利。

“明确居住权，为以房养老提供了
重要制度保障。”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
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相比
租赁方式，居住权更加稳定。采取登记
设立的形式，有利于明确权利，防止纠

纷。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居
住权益，还为租售同权、租购并举等提
供了有力法律支撑。

“网络虚拟财产”受不
受保护？

【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
份刑事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袁某骗取
被害人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欺骗3 名
被害人向各自游戏账户充值人民币共
计2 万余元，随后将被害人游戏账户
内的游戏币及游戏装备转移至自己账
户。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
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万元。

数字时代，人们的互联网生活日
益丰富，也期待自己的“线上财产”能
够得到更好保护。

【说法】民法典明确规定，法律对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孟强说，民法典的这一规定，明确
了虚拟财产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具
有广泛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孟强表示，网络虚拟财产与传统
的财产形态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网
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公示方法、权利
的移转等均与现实世界的财产不
同。民法典的这一规定，也为今后对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专门立法奠
定了基础。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法典明
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还要进
一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

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标准、赔偿标
准、是否可以继承等问题。

防控疫情，物业和业主
如何“并肩作战”？

【案例】今年 3 月，黑龙江哈尔滨对
小区、物业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
对存在防控措施落实不严格、不到位等
问题的 28 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予以
行业通报批评。行动迅速、措施到位的
91 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受到行业通
报表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物业服务
企业在基层社区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物业消极懈
怠引发业主不满，以及业主不配合防控
与物业发生冲突等情况。

【说法】织密基层社区“防护网”，才
能有效防止疫情反弹。民法典规定，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行政府
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
施，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业主应当依
法予以配合。

“国家治理要落到实处，就要解决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院长王轶说，“具体到住宅小区里，就需
要通过协调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之间的
关系来推动实现。”

王轶表示，对于包括疫情防控在内
的应急和管理措施，民法典一方面明确
要求物业要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另
一方面也规定了业主要予以配合，这样
才能让国家治理的目标在每个具体事项
上、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得以实现。

建筑物维修资金如何
管理？

【案例】据媒体报道，今年4 月西安
某小区业主发现，物业公司动用公共维
修基金300万元整修楼顶，价格虚高，而
业主对此事先并不知情。

维修资金情况多年不公示、资金被
挪作他用甚至不知去处……近年来，各
地频现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管理和使用问
题。此外，还有一些业主急需的小区维修
项目却迟迟无法动用维修资金，大量资
金陷入“沉睡”。

【说法】民法典加强对业主权利的保
护，其中明确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
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
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为了减少资金“沉睡”，民法典还降
低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使用
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使
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吸收有关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民法典
明确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事关每个
业主切身利益，通过定期公布相关情
况做到信息公开，让业主们能够在信
息对称的基础上参与小区管理，是维
护业主权益、维持小区秩序的重要保
障。”王轶说。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罗沙 白阳

保护你我财产权利，
这些案例与民法典有关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浙江省湖州市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15年来，当
地坚持“一张蓝图、一片绿色、一本红
利”谋转型，全力打造“长三角中心花
园”，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空中俯瞰，湖州水网密布、山峦
起伏，竹海松涛绵延不绝；泛舟南太
湖，岸边废弃矿地经综合治理，列入浙
江省万亩千亿大平台；驱车行幽谷，黏
土矿改建的青年科创园，由浙能集团、
天能集团携手，打造投资超50亿元的
智慧能源项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以
来的15年，湖州城乡环境面貌持续推
新蜕变，先后实施四轮环境整治行动，
连续推出治水、治气、治矿等系列组合
拳，有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护美
了绿水青山的底色。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说，15 年
来，湖州积极拓宽“两山”转化通道，
高标准推进南太湖保护与开发，护
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山，走出了
一条产业绿、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
展新路。

15 年中，湖州对纺织、建材、印
染、蓄电池等十多个行业进行专项
整治，关停大批“小散乱”企业。见证

铅蓄电池行业整治的天能集团董事
长张天任说，当地通过淘汰、兼并、
重组等方式，企业数由 225 家减少
到 16 家，而产值增加了 14 倍，税收
增加了 6 倍，成为重要的绿色能源
供应基地。

湖州市委办副主任袁晓亮说，湖
州坚持把“两山”理念深度融入《生态
环境功能区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
划》等各项规划中，强化规划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刚性约束。

数据显示，2005 年至 2019 年，湖
州全市单位能耗水平下降了 52.5%，
单位建设用地投资和地方财政收入提
高了2.3倍和3倍，被评为全国14个稳
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之一。

一片“绿色”是底色

绿道纵横延展，串起城乡“山水
画”。湖州高品质建成了65公里“黄金
湖岸”，以及全国领先的“5 分钟亲水
见绿圈”，涌现了地理信息小镇、美妆
小镇、湖笔小镇、新能源小镇等一批生
态美、产业兴的特色小镇。

扎根绿色大地，一批向着蓝天、碧
海进发的高科技项目正在崛起。屋顶
十几米高，场地放置着多个火箭模型，
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穿梭往返于一
道道白色门禁，仿佛科幻电影中的场
景。这里是“蓝箭航天”智能制造基地，
民营航天领域的领军企业，将用自主

研发的运载火箭技术，从湖州探索浩渺
宇宙。

“美丽要有标准，绿色可以量化。”
湖州市经信局副局长姚建忆说，湖州
的产业发展门槛高、要求严，在全国率
先构建了生态文明、绿色制造、绿色金
融标准体系。

能获取什么样的金融支持，取决于
企业“绿”的成色。湖州市金融办主任钱
洪文说，湖州创新推出“绿贷通”“续贷
通”“绿融通”等系列融资平台，1.22万余
家中小微企业通过“绿贷通”平台获得银
行授信贷款1533亿元，信贷增速和信贷
资产优良率均列全省第1位。

湖州市市长王纲说，湖州正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绿色、智能两
大方向，打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等
转型升级组合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结构发生
了质的变化。

一本“红利”惠民生

没有白茶之前，安吉县黄杜村是有
名的“贫困村”，办过竹制品企业、拉丝
厂、铸铁厂等，却始终难有大发展。直到
安吉白茶的引种下山，村民生活才日渐
红火。

“真的是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
安吉县递铺街道退休干部、最早一批种
植白茶的梅喜英回忆往事，难掩激动之
情。先富带后富，黄杜村党员还捐赠了近

两千万株扶贫茶苗，如今已在四川、贵
州、湖南3省5县落地生根。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
坑洼路面铺上青石板，修缮后的老屋披
上复古风，治理过的污水池变身荷塘月
色……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红利，正实
实在在惠及城乡百姓。

跟随绿色的铺展，一批颇有情怀的
“创客”在乡土扎下了根。静谧竹林，鸟鸣
山涧，身边处处是红砖、青瓦、原石、茅草
等自然元素，帘青乡村酒店成了人们“放
空”身心好去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
青。”民宿创始人陈谷说，“我是这片山里
长大的孩子，希望能打造出时尚而有泥
土味的当代乡村。”

一片葱茏中，百姓生活更富足也更
舒心。25 位外来女企业家组成的“平安
大姐”工作室，是湖州市织里镇纠纷调解
的一张“金名片”。4年来，她们共为“新
居民”调解各类纠纷近千起，化解成功率
超98%。“良好的社会治理就是让大家幸
福感更足、获得感更实。”工作室发起人
徐维丽说。

荷花盛开或荻花胜雪的时节，泛舟
湖州乡野，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构建的
原生态江南风情，一边是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呈现的高质量发展模样。在这
里，历史与现代和谐并存，守望着诗意，
展望着未来。

新华社杭州6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玲玲 商意盈 王俊禄

“两山”理念诞生地“三色”绘出新图景
——湖州高质量发展之路观察

6月3日晚，河北正定古城
南城门在霓虹灯的映衬下魅力
尽显，人们踏着夜色欣赏古城
风貌。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正
定县科学有序开放了正定古城

内的南关古镇、历史文化街（阳
和楼）、旺泉古街、镇远路、镇州
街等区域的商业摊点，引导商
户和流动摊贩规范经营，持续
释放正定古城夜经济活力。

新华社发 张晓峰 摄

古城夜经济释放新活力

新华社济南 6 月 4 日电
（记者滕军伟）“生意比去年还
好！”6月3日晚，山东济南环联
东方商贸城夜市摊主韩文高边
招呼顾客，边告诉记者。而旁边
一位吃饭的小伙子则扭过头来
说：“逛一逛环联夜市，常常让
我感到发自内心的愉悦。”

环联夜市是济南最大的夜
市，占地 80 余亩，有 1100 多个
摊位。傍晚，几百个摊主开着三
轮车，拉着煮串等各类美食摊，
从大门鱼贯而入，被网民亲切
地称为“银河护胃队”。

晚上7点多，韩文高的虎震
烧烤广场已经坐了不少食客。这
是夜市里规模最大的美食摊位，
有15个员工，50张桌子，日营业
额3万元左右。“前段时间天天
着急，就盼着早点开，现在生意
一天比一天好，这些员工的生计
也有着落了。”韩文高说。

2017 年 5 月，济南洪楼夜
市因为占道扰民被关停。为解
决数百摊主的生计问题，济南
在环联东方商贸城内，整合设置
了近千个摊位，将原来分散的地
摊集中起来，实现规范经营，解
决了卫生状况不佳、乱占道阻碍
交通等问题。目前市场有5000
多名从业者，营业时间从晚上7
点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平常的客流量可以达到
两三万人，周末、节假日可以突
破5万人；营业额200多万元。”
环联夜市运营部负责人谢伟说。

“小地摊有大民生，城市有
了烟火气，才有了温度。”历城区
工信（商务）局副局长张建国说。
环联夜市所在的东风街道经济
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震说，夜市

因疫情关停期间，他们接到近百
位业主咨询，希望能早日开放。
经过慎重考虑，于3月21日复工。

田峰来自安徽阜阳，在夜
市经营一家大排档，往年初八
就回来营业，今年因为疫情影
响迟迟不能开业，夫妻俩在老
家待到3月初才回济南。“回不
了济南那段时间，在老家陪陪
老人，但心里慌得不行，现在心
里的石头落地了。”他说。

在夜市上摆摊卖鞋的蒋兴
涛说，夜市经营养活了他一家，

“每个月有 5000 多元收入，省
吃俭用，一家开销就够了”。

美食摊、美甲摊、玩具摊、
小商品摊，音乐声、吆喝声、交
谈声、欢笑声，晚上 9 点多，市
场上已是热闹非凡。市民肖永
明说：“很喜欢夜市的氛围，有
吃有玩，热热闹闹，隔三岔五就
带着孩子来逛逛。”

环联夜市也成为济南又一
处“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不少
年轻人来这里直播。在抖音上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穆哲熙说，
他很喜欢到环联夜市来拍拍东
西，“主要是很好玩，很多好吃
的好玩的，网上的朋友也都赞
叹这里的烟火气”。

环联夜市还催生了多名
“网红”。在夜市经营套圈的李
艳梅，每天晚上都拍摄套圈的
视频，发到网上，目前已有1万
多名粉丝，吸引了不少外地游
客过来游玩。她每晚营业收入
能达到七八千元。“现在国家提
倡地摊经济，并且我们有了这
样规范的场地，心里更踏实，日
子肯定会越过越好。”说起这
话，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济南最大地摊环联夜市
成“网红打卡地”

6月4日，唐山市丰润区火
石营镇赵庄子村百草坡农产品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在生态农
业园的大棚内采摘蓝莓。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火石
营镇赵庄子村百草坡农产品农
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
采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经

营模式，在荒山坡高处栽植松
树，低处种植薄皮核桃、苹果、樱
桃等果树，在林间养鸡，在山脚
下种植无公害谷子等作物，使
4000多亩荒山变身为生态农业
园，还带动周边15个村、1100多
户发展特色农业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郭雅茹 摄

荒山披绿 农民致富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民法典的出台让民事权利体系更加完备，大家的财产权等各项权利都
能得到更好保护。从疫情期间小区管理，到网络虚拟财产，再到“以房养老”，不少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案例，都有
望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6月4日，山东青岛市即墨区
长江路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由同学
们创作的垃圾分类题材的绘画作
品展。

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到
来之际，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开展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主题教育
进校园活动，通过帮助孩子们了
解生态保护意义，掌握垃圾分类
方法，学习污水处理及节约用水
知识，引导他们从小养成爱护环
境、节约资源的生活习惯。

新华社发 梁孝鹏 摄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