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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杨绪忠
通讯员 朱 琳 何开艳

10 月 22 日上午，在第二十五
届环卫工人节庆祝大会上，面向一
线无房环卫工人的宝丽茗苑小区租
赁住房首次亮相，第一批入住的环
卫工人代表欣喜地拿到了新房钥
匙。这是落实我市解决环卫工人住
房困难政策的生动写照。针对环卫
工人的住房保障，目前我市的政策
红利到底有哪些？记者为此走访了
相关部门。

“无房环卫工人”为保障重点

“解决环卫工人的住房保障问
题，是我市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的重要举措。我市出台的现有政
策，以一线工作满一年的‘无房
环卫工人’为保障重点，以租赁
补贴为主要保障方式，以培育提
供小套型低租金市场房源为支持，
以就近实物配租公租房和职工宿舍
等方式为补充的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方案。”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今年 7 月，市政府办公厅下发
了 《关于解决一线环卫工人住房困
难的通知》，从放宽准入条件、提
高补贴水平、多渠道筹集房源、跟
踪督办落实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
求。一是将从事一线环卫工作满一
年的无房环卫工人纳入公租房租赁
补贴范围，通过提高租赁补贴保障
水平，以租赁市场住房的方式就近
就便解决其居住需要。二是加大公
租房筹措和配租力度，未来三年各
区县 （市） 每年从公租房腾退房源
中安排不低于 50%的房源，实施定
向配租。三是通过租赁市场试点培
育，为环卫工人提供更多小套型低
租金的市场房源。四是通过改善现
有环卫工人宿舍条件、新增宿舍数
量等方式，定向提供专用房源。

目前，宁波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筹集了 80 余套成套
住宅面向一线无房环卫工人提供租
赁服务，部分房源按照环卫工人居
住需求进行改装后已投入使用；余
姚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近期改建的
60 间环卫工人宿舍也已启用。

年底前继续推出剩余房源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宝丽
茗苑小区住房由宁波市保障性住房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短时间内筹集，
该批房源包括建筑面积约 78 平方
米的二室一厅和建筑面积约 102 平
方米的三室一厅两种户型，共计
48 套住宅。

市住建局会同市综合执法局在
实地调研一线环卫工人的住房需求
后，于明天环卫工人节前推出首批
13套78平方米的房源，成套出租给

一线无房环卫工人居住。10套房源
室内进行了基本修缮，配置有电磁
炉、抽油烟机、热水器等家电设
备，餐桌椅、床等生活家具，具备
了日常生活功能。根据室内装修情
况，经第三方评估确定市场租金进
行出租，承租的一线无房环卫工人
仍可申请公租房租金补贴。之后将
根据一线环卫工人需求继续推出余
下房源。

2023年实现应保尽保

据悉，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

大环卫工人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加
快公租房租赁补贴调整、人员信
息采集和资格审核等工作推进速
度。

根 据 计 划 ， 争 取 在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全市首批摸底对象中符
合条件人员的公租房租赁补贴发
放工作；在 2022 年底前，对目前
从事一线环卫工作满一年且符合
条件的无房环卫工人实现应保尽
保；在 2023 年底前，对目前从事
一线环卫工作未满一年的且符合
条件的无房环卫工人实现应保尽
保。

环卫工人住房保障，政策红利知多少

2023年底前，
对一线无房环卫工人应保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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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昨天《宁
波日报》民生版

报道，近日，来自海曙和江北的首
批喜获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十名一
线环卫工人，来到江北宝丽茗苑
挑选了他们心仪的住房。

长期以来，广大环卫工人披
星戴月、不辞辛苦，于严寒酷暑
中任劳任怨，在春夏秋冬中默默
奉献，用他们辛勤的汗水美化我
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然而，对于
相当一部分环卫工人而言，城市

的高房价让他们望尘莫及，住房
困难成了不少环卫工人，特别是
许多来自异乡的环卫工人共同面
临的实际问题。我市在今年 7月
发布了《关于解决一线环卫工人
住房困难的通知》，其中提出，
到 2023 年年底前，住房保障政
策全面覆盖从事一线环卫工作的
工人，对 1万余名符合条件的无
房环卫工人实现住房保障应保尽
保，并且明确取消户籍、社保、
年龄等限制条件。

宁波已经 11 次入选“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让环卫工人

住有所居，无疑会极大提升环卫工
人的幸福感。城市美容师们有了安
居，不再“浪迹天涯”，可以安心
地留在城市，更有尊严地工作，更
体面更幸福地生活。为环卫工人提
供保障性租赁房屋，在公共服务保
障方面享受“同城待遇”，体现了
城市的温度，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尊
重环卫工人、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
风尚，同时，也让正在加快建设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的宁波更加秩序井
然、整洁优美。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环卫工人住有所居体现城市的温度

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姚法

一起交通事故的死亡赔偿金，
相继引发了余姚一家人的分配纠
纷、继承纠纷、亲情矛盾。近日，
余姚市法院通报了这起案件。案件
背后，在死亡赔偿金的“裁判”规
则上，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

男子意外身亡
死亡赔偿金引纷争

去年 4 月，刘大醉酒后驾驶二
轮摩托车在道路上摔倒，后被林某
驾驶的货车碰撞，经抢救无效死
亡。余姚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双方过错程度，林某应承担交强险
范围外 65%的赔偿责任，判决林某
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死者家属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费用
115 万元。

案件生效后，承办法官电话联
系了 6 名原告共同委托的诉讼代理
人，要求其提供退款账号用于领取
赔偿款。然而，电话挂断没多久，
该案的第五原告来电询问：如果只
有前面四名原告的签字，法院会直
接把赔偿款打到退款账户吗？法官
明确告知，只有全部原告一致确认
退款账户后，法院才会发起退款流
程。

刘家是一个重组家庭。本案的
第一、第二原告是刘大的父母，第
三、第四原告是刘大的第二任妻子
及其儿子，第五、第六原告是刘大
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姐妹。

案件胜诉后，刘大父母认为，
刘大生前还有 60 万元的负债，赔
偿款的大部分得支付债务；刘大儿
子年仅 7 岁，以后的学习生活需要
用钱；刘大两个女儿已成年，且此
前在刑事谅解款中分得了 5 万元，
所以打算这次仅分配给两姐妹各 5
万元。

在两姐妹看来，父亲生前给予
她们的关爱就比较少，爷爷奶奶也
不待见两人，如今还要遭受这样不
公正的对待，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法官了解情况后，主动联系了
6 名原告，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释
法说理，最终 6 名原告达成协议。

针对死亡赔偿金部分，法官向
两姐妹解释，这其中包含了一笔高
额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这笔款项是
支付给死者生前抚养的亲属，即爷
爷、奶奶及儿子等三人，并不能平
均分配。针对款项用于支付债务的
意见，法官也详细释明了法律，死
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继承的范围，
如果要用于还债则必须取得全部家
属的同意。

到底如何“裁判”
法官细数相关规则

“从这个案件出发，引申出两
个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常常碰到
的问题，即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及能
否用来偿还死者生前债务问题。”
法官说，对于死亡赔偿金是否可以
用于清偿死者生前债务，目前有两
种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清偿，另一
种认为不能清偿。“司法实践中，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死亡
赔偿金的性质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填补的是受害人近亲属因受害人死
亡导致的生活资源的减少丧失，是
对受害人家庭损失的弥补，对死者
家庭利益的赔偿，不是赔偿给死者
的，故不属于遗产，不能被继承，
所以未经死者亲属全部同意，不能
直接用于清偿死者生前债务。”法
官表示。

对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问题，
由于其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内容
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的赔
偿，因此赔偿权利人首先是指与死
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范围内的近
亲属，即配偶、父母、子女等第一
顺序继承人，只有第一顺序继承人
完全不存在时，才开始由第二顺序
继承人继承，即同胞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母。

法官解释，死亡赔偿金的分割
不同于遗产分配。死亡赔偿金原则
上应由家庭生活共同体成员共同取
得，当事人未请求分割的，人民法
院不主动予以分割，当事人请求分
割且赔偿协议未明确赔偿项目，应
视为是对权利人物质损失与精神损
害的混合赔偿。在分割该笔赔偿金
前，应扣除已实际支付的丧葬费
用，并优先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
剩余部分的分配应根据与死者关系
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
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适当分
割，而非等额分配。

死亡赔偿金能否用来偿还生前债务？近亲
属间该如何分配？余姚有家人为此闹出了
一连串的纠纷，法官提醒——

死亡赔偿金
“裁判”有规则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朱燕君 王谢雪）“谢谢！幸亏你
们反应迅速把我父亲送到医院。”
前天上午，91 岁高龄的王老伯在
散步途中不慎晕倒，危急时刻，海
曙区南门街道马园社区的社工出手
相救，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医，老人
的女儿感激万分。

上午 9 时许，南门街道柳汀新
村一居民急匆匆来到社区告知有一
位老人昏倒在柳汀新村 26 幢垃圾
房旁。社工周洁琼和社区业委会成
员胡伟君等人听闻马上跑到现场，
发现老人意识不清，周边的居民也
没人认识老人。

周洁琼马上将老人扶到旁边的
长 椅 上 ， 并 立 即 拨 打 110 和 120。
等 120 急救车赶到后，胡伟君主动
随车前往市第一医院。

好在人们随后在老人身上发
现有一串钥匙，上面的一块牌子
写 有 老 人 女 儿 女 婿 的 联 系 方 式 。
根据牌子上的信息，胡伟君联系
上老人的女儿女婿，一直等到老
人的女儿来到医院，他才放心离
开。

据悉，老人姓王，今年 91 岁
高龄，平时较少出门，当天看天气
好想着出门散散步，不曾想晕倒在
地。

“好在老人身上有身份信息，
不然联系不上家人，也无法得知老
人平时的身体状况和用药信息，会
给医生抢救造成一定影响。希望有
高龄老人的家庭，最好在老人身上
留下联系方式，以免发生意外时耽
误治疗。”马园社区党委书记胡微
微说。

老人散步不慎晕倒
社工及时送医急救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徐晨燕 李吉丽） 陆先生是一名
医 务 工 作 者 ， 每 天 和 疾 病 打 交
道。不到 40 岁的他也没有高血压
等基础疾病，但身为医生平时工
作量大、压力大，最近感觉很是
疲 惫 ， 胸 口 隐 隐 有 些 闷 。 上 周
末，他感觉胸闷有所加重，于是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工作的医院
就诊。

然而病情变化比陆先生自己预
想要快，那天他刚进急诊大门，就
突然失去意识倒在地上。后转院手
术，才转危为安。

“每年寒冷天气或季节更替的
时 候 就 是 心 脑 血 管 疾 病 的 高 发

期。”李惠利医院胡万英主任说，
“受寒冷刺激，血管收缩易诱发心
梗。”

“心梗的典型症状就是胸痛胸
闷。不明原因的胸痛不能忍，要到
有胸痛中心的医疗机构就诊。”胡
主任提醒。

“吸烟是心梗的高危因素，如
果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一定要戒
烟。”胡主任建议大家要提前做好
预防措施，除了戒烟，有高血压的
患者要加强血压监测，按医嘱治
疗，高血脂或超重的人群要适当锻
炼、控制饮食。她同时提醒年轻人
也要做好预防，少熬夜，生活节奏
要规律，劳逸结合。

天骤冷，心梗又高发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施寒潇

“ 愿 生 活 不 辜 负 每 一 个 奋 斗
者！”22 日下午 5 时 23 分，来自宁波
团市委的童周亮更新了自己的朋友
圈。作为年轻的团干部，他在镇海的

“小 6 买菜”，体验了半天“外卖小
哥”的生活，从接单到分拣再到送
货，深切感受到“小哥”的工作着实
不易。

“体验过后才真正感受到什么

叫‘与时间赛跑’。”一开始，面对源
源不断的订单和繁多的货品，初出
茅庐的“分拣员”在倒计时的紧迫感
中显得手忙脚乱。订单量多、配送时
间紧，也让体验外卖骑手岗位的团
干部遇到了“初骑不易”的难题。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新鲜青菜
和新鲜小青菜是两种商品，真怕把
客户点的东西给装错了。”团干部陈
叶韵表示，近年来，外卖行业的蓬勃
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和

快捷，也让“外卖小哥”等一批新兴
职业快速崛起。对于“外卖小哥”来
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在抢时间的同
时也会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如何兼顾效率和安全、如何克服
极端天气的影响、如何处理顾客给的
差评、如何调整被投诉时的心态⋯⋯
这些问题及相应的思考，也成了这群
团干部通过此次体验活动、和“外卖
小哥”深入沟通后的“收获”。

“我们举行这次‘体验’活动，是

希望通过深入体验‘小哥’的工作环
境和压力强度，全面真实地收集这
个群体的迫切需要、困境诉求和意
见建议，为接下来相应的精准服务
提供可能。”主办方如是说。

接下来，宁波团市委将继续深
入快递和“外卖小哥”等新就业青年
群体开展“百名团干结对小哥”实践
调研活动，掌握事关“小哥”们的第
一手资料，切实为他们解难题、办实
事，努力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团干部变身“外卖小哥”——

“愿生活不辜负每一个奋斗者”

“没想到磨剪子抢菜刀这个手
艺活儿还这么受欢迎……”昨天，
在海曙枫园社区举办的“心公益”
便民服务活动现场，无偿为居民磨
菜刀、剪刀的志愿者面前排满了等
待打磨的刀具。一位王姓居民说，
磨剪子抢菜刀虽不是什么非遗项
目，但老百姓还是离不了这些老手
艺。

（丁安 边峰 摄）

磨剪子抢菜磨剪子抢菜刀刀

这些老手这些老手艺艺
大伙离不了大伙离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