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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全国农村
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总结暨表彰电视电话会议
在京召开，确定了对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
让 农 民 吃 上 长 效“ 定 心
丸”。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农
村的破冰，始于土地承包，
当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实际上是土地集
体所有权和家庭承包经营
权“两权分离”。2023年开
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
大批到期，做好第二轮土
地延期承包的工作，关系

着亿万农民的生计和未
来，与国家的米袋子、农民
的钱袋子直接相关，也关
系到大量农村土地的价值
走向和合法流转。

党的十九大提出，保
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去
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保持土地承包
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
见》，其中明确，在土地承
包期满之后再延期30年。

过去，农村集体土地
的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

包、宅基地使用权），与经
济组织集体当中的“身份
权”高度挂钩，有村集体的

“身份”才能享有土地权
利，这成为中国土地改革
的起点公平，但是，随着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土地
权利和身份高度捆绑会带
来很多弊端。比如，村民
已经取得城市户口的，如
何继承宅基地？再比如，
农村家庭有嫁娶、添丁、死
丧，出现了人口的变化，如
果承包权和人口挂钩，那
么势必让这样的财产权利

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难以
充分保障其财产权性质。

所以，《关于保持土地
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的意见》起到了“稳预期”
的功能。其中明确：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
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
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
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
稳定；继续提倡“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进一步
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
质、财产权，进一步弱化其

“身份”的意味，充分突显
其财产权、物权功能。

土地承包的物权化，
除了进一步淡化“身份”的
因素，还在进一步丰富其
物权的职能，“依法保障农
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
收益、流转及承包土地的
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
不断赋予其更加完善的
权能”。这意味着，承包
权除了使用的功能之外，
还将进一步丰富其经营
抵押等功能，提升其市场
变现、流转价值，这些大
大提升了土地的价值，让
土地更值钱，让土地权利
更稳定。

土地承包的“物权保护”，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土地承包
的物权化，除
了进一步淡化
“身份”的因素，
还在进一步丰
富其物权的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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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娃被砍成重伤，主张医
疗赔偿未获支持，一审法院称
社会捐助已弥补，不能重复主
张。日前，红星新闻报道的这
则新闻引发社会关注。

据报道，去年 5 月，四川隆
昌一 4 岁女童在路边玩耍时，
被精神病突然发作的邻居砍成
重伤，致其住院 139 天。事后
女童方提起诉讼，要求邻居赔
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
等共计18万余元。

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支
持了女童方索赔的护理费、残
疾赔偿金等赔偿，但不支持 10
万余元医疗费索赔。判决书
称，医疗费属于财产性损失，已
由社会捐助予以弥补，不能重
复主张，也不能因他人的侵权
行为而获益。

这样的结论在网上引发不
小的争议。

就该案而言，有些地方确
实值得商榷：医疗费是对人体
伤害治疗的花费，属于典型的
人身损害赔偿项目，所付出的

费用属于人身性损失，并不像
车辆损坏、公共设施损坏等，属
于财产性损失。

女童家人通过网络平台获
捐 13.7 万余元，镇政府给予困
难救助和职工捐款2.3万元，确
实在客观上弥补了医疗花费，
但女童家人的求助及各方的救
助，其本意并非是替侵害人担
责。

因女童方接受社会捐助便
不再要求侵权人承担部分赔偿
责任，一方面，背离求助方和捐
助方意愿——帮助受害人而不
是侵害人；另一方面，这会改变
捐助与救助的性质，使捐助与
救助的结果最终导向“助恶”，
而非“行善”。

至于“不能因他人的侵权
行为而获益”的说法，也有商榷
空间。

法理上有“不能通过自己
的错误获利”的说法，但无“不
能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获益”
之说。相反，在部分侵权案件
中，司法机关还会通过惩罚性

赔偿让侵权人付出沉重代价，
使受害人在弥补损失之外“适
当”获益。

再者，涉事女童年仅 4 岁
便因为受伤造成十级伤残，其
后续影响是终生的。相比于女
童的健康终生受损，在获捐 10
余万元的基础上让侵害人承担
医疗费，很难说是因他人的侵
权行为而获益。

说到底，自己对自己行为
负责，是最基本的权责属性。
社会对受害人的救助，并不能
减轻或免除侵权人的侵害责
任。也正因此，我国民事法律
中并无“若受害方受到社会救
助，可相应减轻或免除侵权人
责任”的规定。

当然，侵害人作为一名农
村精神病人，经济能力或许有
限，十几万元的医疗费或增加
其经济负担，难以执行。但若
果真如此，那也属于执行不能
问题，而不能拿女童获得的社
会捐助去抵销或免除侵害人的
责任。

获得社会捐助就该失去医疗赔偿？

□杨三喜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
了？”近日，江苏一名家长发
视频怒吼。他认为，老师要
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
课，使自己承担了老师的责
任，“教是我教，改是我改，
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
辛苦了，到底谁辛苦？”因说
出了很多家长的痛处，视频
很快火了。

发布通知、布置作业、
上传作业视频……家长群
里的信息轰炸，让家长们
压力山大。部分家长在群
里拍马、争宠、炫富、争吵
等迷惑行为，更让人不堪
其扰。

本是为了方便沟通的
家长群，却成了催生家校矛
盾和家长焦虑的源头。前
段时间，浙江一所学校要求
家长“自愿”参加学校大扫
除。一位家长没看到群通
知，未参加，被老师要求面
谈，并被指责不尊重集体和
老师。至于学校在家长群
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门
口维持交通秩序之类的事
也时有发生。

这些“茶壶里的风波”，
不断伤害和撕裂家校关系，
成 为 教 育 领 域 的 一 个 问
题。在微博上，“压垮成年
人只需一个家长群”的话
题，阅读量已经超过了 4
亿。可以说，家长苦家长群
久矣！

日前，山西太原出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
减负工作的实施意见》，严
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打扫
教室卫生、点赞转发各类信
息等。这一消息迅速上了

热搜。
追根求源，家长群的异

化，在于家校关系扭曲，家
校责任错位。

在家校协同育人的过
程中，老师和家长的职责不
同，但地位是平等的。但在
异化的家长群中，老师把很
多属于自己的责任转嫁给
了家长，让家长不堪重负。
背后的逻辑在于，一些老师
把育人的责任转换成唯我
独尊的权力，大搞一言堂，
享受着一呼百应、阿谀奉承
的感觉。家长一个不到位，
轻则点名批评、公开示众，
重则开除“群籍”。

敢于“怒而退群”的家
长毕竟是少数，因为在权力
不对等的家校关系中，孩子
成 为 某 种 意 义 上 的“ 人
质”。家长们作出任何举
动，都要考虑一旦自己得罪
了老师，孩子可能要被“穿
小鞋”。

让家长群静下来，必
须让老师和家长明白家长
群的定位，在家长群里该
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除了
必要的沟通，平时不妨就
让 它“ 凉 着 ”。 更 重 要 的
是，这些规矩能否得到落
实，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进行必要的监管，让
老师们摆正自己的位置，
遵守家校边界。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
“变味”的家长群，往往也
会反噬老师群体。有老师
感慨，有了家长群之后，时
刻 都 是 家 长 会 。 一 个 安
静、清爽的家长群，对家长
来说是福音，对老师来说，
也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
和负担。

一个安静的家长群
对家长和老师都是福音

家长群的异化，在于家校关系扭曲，家校责任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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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的承诺，很可能是一场骗局。北京57岁的冯女士现在面临失去一套房
子的危险，令她陷入困境的，是打着以房养老旗号的理财骗局。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广东等地
出现了借以房养老概念进行非法集资或者转移老年人房产的案件，受害者损失惨重。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