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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姚法

建房过程有人员受伤，房主要
赔偿吗？城镇户口子女可以继承农
村自建房吗？农村建房涉及哪些法
律问题？法官给您捋一捋。

城镇居民在宅基地上建房
遇拆迁能得安置补偿吗？

余姚一村民李某向村委会申请
了一块宅基地，并通过了建房审
批。李某与城镇居民王某签订合
同，由王某在该宅基地上自建房
屋，王某向李某支付宅基地使用
费。后因旧村改造，该房屋被拆迁
并赔偿了一套拆迁安置房。李某诉
至法院，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要
求王某返还拆迁后所得安置房。李
某请求可否成立？

法官说
我国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

宅基地。李某和王某签订的协议因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宅基
地使用权仍归村民李某。根据“房
地不分离”原则，房屋和宅基地使
用权只能归一个主体所有，故李某
是宅基地使用权人，也是房屋的所
有权人。法院判决，李某可以获得
拆迁安置房，而王某仅是房屋出资
者，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无权获得
拆迁补偿利益。

因读书就业迁出户籍
还能继承宅基地吗？

王某早年因读书和工作，户口
迁出农村并取得了城镇户籍。王某
父母为农村户口，在村里有一处宅
基地并盖有房屋。多年后，经相关
部门审批，王某与父母一同出资将
家中的老房子重新修葺了一番。如
果王某父母去世，王某可否继承老
家的宅基地使用权？

法官说
宅基地的拆迁补偿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地上房屋的补偿，房屋作
为父母的遗产，无论子女户口在哪
里，都有权继承；另一种是对宅基
地使用权的补偿，因宅基地不属于
遗产部分，无法继承。

也就是说，“地上有房”，是城
镇户籍子女继承宅基地使用权的
前 提 。 根 据 我 国 的 土 地 管 理 制
度，农村宅基地是不能被单独继
承的。但是，地上的房屋可依据
继承法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予以
合法继承。

本案中，宅基地上仍有房屋，
故王某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承该
房屋的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
如果宅基地上的房屋灭失，王某就
不能单独就宅基地予以继承。

需特别指出的是，宅基地上的
原房屋一旦拆除或倒塌，支撑此房
屋的宅基地将不能继续使用，而是
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处置，继承人
亦丧失对宅基地相关权利的承继。

建房施工造成人身损害
房主一定要担责吗？

房主甲与个体工匠乙签订 《施
工协议》，约定将其位于某村的三
层楼房发包给乙建造。乙雇用丙为
其施工，丙在施工作业时不慎坠

落，将路过的丁砸伤。因此，丁将
甲、乙、丙三人诉至法院，要求三
被告赔偿损失。

另查明，乙无村镇建筑施工资
质。丙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场地未
搭建安全防护网，未系安全绳。

法官说
农村建造房屋，房主要谨慎履

行选任义务。
自建三层(含三层)以上房屋需

要建筑资质，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调整。该种情况下，若房
主未按规定办理建房手续，将工程
发包给无建筑资质的承包人施工，
则房主存在选任过失，需要承担过
错责任。

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低层住
宅且包工包料的，由承包方承担房
屋建造的全部事项，工期满后房主
向承包方支付报酬。这种情况下，
虽不需要建筑资质，但也有资质要
求，一般情况下，具有农村建筑工
匠资格的人员或具有当地一般工匠
水平的人员可认定为具有承揽资
质，如房主在没有定作、指示或者
选任过失的情况下，一般不承担赔
偿责任。

自建两层(含两层)以下底层住
宅 且 包 工 不 包 料 的 ， 即 “ 包 清
工”，房主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发挥
指挥、监督和管理的作用，对施工
人起实际控制和支配的作用。施工
者因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即房东承担侵权责
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
损害的，则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甲将其三层楼房发包
给乙修建，双方的关系是建设工程
发 （承） 包关系，施工过程中造成
丁人身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并
赔偿损失。乙作为工程的承包人，
是施工现场的组织指挥、监督协调
者，也是安全风险的管控者，事故
的发生主要是因其管控不到位，存
在较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其
次，丙虽是乙的雇员，但其在施工
中缺乏安全防范意识，在未搭建安
全防护网、未系安全绳的情况下不

规范操作从而坠落造成损害，也有
一定过错，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甲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施工资
质的乙修建，存在选任过错，应当
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邻居建房造成自家墙面开裂
该如何要求赔偿？

2021 年，李某对其房屋进行
了改造，将原来的房屋全部拆除重
建，开挖基坑深达 4 米。改建过程
中，隔壁邻居王某家中出现墙面开
裂、地面不均匀沉降等各种问题，故
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李某赔偿修
复损失等费用。李某则认为，王某房
屋出现问题系其年久失修所致。

法官说
房屋建造过程中，禁止进行危

及相邻不动产安全的活动。本案
中，被告将其房屋拆除重建，在重
建过程中，原告家中发生墙面地面
开裂、瓷砖裂缝、地面不均匀沉降
等损坏情形。司法鉴定意见认为，
被告李某坑基施工是造成原告王某
家中内外装修损坏、不均匀下沉的
直接原因，结合修复方案和费用的
鉴定报告，法院最终确认修复损失
为9.8万余元。

被邻居指责妨碍通风采光
责任到底在谁？

1996 年，李某在自家宅基地
上盖了两间三层楼房，东墙建在其
土地使用范围内东边沿，紧挨着邻
居王某后院西侧。2020 年初，王
某在后院新建钢构房，因此前李某
建房时未预留通风采光空间，导致
王某所建墙体与李某的东墙体紧
靠，李某家的窗户打不开，更别说
通风、采光。李某将王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王某将堵塞其房屋的部分
予以拆除。

法官说
相邻房屋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

人，在构筑房屋时均应当给予相邻
人通风、采光、通行等便利。本案

中，李某建房在先，紧邻其宅基线
建房，未给其通风、采光保留相应
的空间；另一方面，王某建房在
后，明知其建筑会导致李某家通风
采光受阻而执意为之。两个因素叠
加，造成原告通风、采光受到影
响。

法院经审理判决，王某应当将
其房屋堵塞李某窗户的部分予以拆
除，并保留适当距离用于通风、采
光。李某对于王某拆除阻挡部分以
及拆除后重建所发生的费用，应承
担相应比例。考虑到李某建房行为
在先，对于结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
任，法院最终酌定李某承担70%的
责任。

邻居建房把出入口堵成“单
行道”
可以要求拆除吗？

李某房屋后门有一条村路出
口，邻居王某在该路上垒砌了砖
块，搭起了门架、挡雨棚，并修建
了围墙，使得该路严重受阻。李某
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拆
除障碍物，恢复道路原状。

王某则认为，李某家大门口有
村道 （水泥路面） 与村里的主干道
衔接，出入通行方便，其诉请拆除
的通道并不是生产生活的必经通
道。

法官说
相邻通行权的主张必须以必经

通道为前提。只有在相邻一方的土
地或房屋由于自然条件或其他原因
限制，且处于相邻他方所有或使用
的土地包围之中，致使其不通过他
方土地就无法通行的情况下，相邻
方才能主张其行使相邻通行权。如
果除经由该土地通行外，尚有其他
通道可以通行，则相邻方无权主张
相邻通行权。

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其房屋
后门村路，并非原告生产生活的必
经通道，因此，原告诉请要求被告
拆除此通道上的门架、围墙、垒砖
等障碍物及恢复通道原状，没有法
律依据。

农村建房讲究多农村建房讲究多
相关法律问题莫忽视相关法律问题莫忽视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农村
建房有“六不准”：

一、不准随意多层修建。新
建或翻建房屋应申请并取得 《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可建设层
数由各地规定，一般不允许建三
层以上房屋。在农村建造或翻修
三层以上的农房时，需要专业的
施工团队建造，同时需要向乡镇
政府递交相关的申请，经过审批
后才可以动工。

二、不准超面积标准建造。
农村建房实行“一户一宅”原
则，各地农房宅基地占地面积一
般由地方土地管理法规作出规
定。非法的“一户多宅”应按照

《土 地 管 理 法》 的 规 定 予 以 拆
除，但若通过合法继承等方式获

得宅基地，是被允许的。
三、不准随意翻修农房。按

照 《城乡规划法》 的规定，在农
村翻修旧房、危房时，必须要取
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需要向
村委会递交申请，审批通过并获
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后才可以
动工。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翻修房屋，违反 《城乡规划
法》 的规定，面临被拆除的危
险。

四、不准建在规划区域外。
《土 地 管 理 法》 第 六 十 二 条 规
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
乡 （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
庄规划，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
和村内空闲地。《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乡、村庄
规划区内进行乡镇企业、乡村

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以及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不得占用
农 用 地 ； 确 需 占 用 农 用 地 的 ，
应当依照 《土地管理法》 有关
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后，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核发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

五、不准擅自改变用途。宅
基地设置的目的是保障农村村民
居住需要，不允许“挂羊头卖狗
肉”，比如在宅基地上建设规模
化的工厂或建房出售。

六、不准未批先建。建房
前，应申请批准使用宅基地，获
得乡镇政府颁发的 《农村宅基地
批准书》，取得 《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涉及林业、水利等部
门的，还应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董小芳 姚法）

农村宅基地上建房请牢记“六不准”

男子从网络公司离职后，因
对老东家不满，竟远程登录公司
的服务器，删除、修改系统代
码，致公司运营的网站停运。最
终，男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
系统罪，被判拘役 5 个月，缓刑
10 个月。

男子徐某原系慈溪一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因离职引起
的劳资问题与公司发生纠纷。为
泄愤，2021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
期间，徐某利用在职期间取得的
账号密码，登录公司名下的两个
网站，通过删除、修改系统代码
等方法，致网站停运。此举影响
不小，其中一个网站停运时间 1
小时以上，导致 3 万余名用户使
用受到影响。

据 了 解 ， 徐 某 本 科 毕 业 ，
2020 年 5 月进入上述公司，从事
前端开发的工作。徐某说，他在
入职后，帮公司开发了一个小程
序，搭建了两个网络平台和一个
网站，觉得自己对公司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但公司没有给他相应
的待遇，还让他“被离职”。一
时气不过，他就打算在离职后给
公司找些“小麻烦”。

事后，徐某很后悔，到案后
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违反
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进
行删除、修改，造成计算机信息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罪。因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
实，愿意接受处罚，且已赔偿被
害公司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
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情
节和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适用缓
刑。

【法官提醒】

员工与用人单位发生矛盾纠
纷，在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例如，
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
的 ，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千万不可像徐某一样，为
了发泄私愤而做出一些极端行
为 ， 到 头 来 不 仅 没 有 得 到 好
处，反而吃了大亏。

（郑茗月 罗炜协）

离职后为泄私愤
做“黑客”

对老东家服务器数据“下黑手”

■法眼观潮 凌义斌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一批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其
中，杨某顺诉杨某洪、吴某春居
住权纠纷案入选，体现了父母有
权拒绝成年子女“啃老”的价值
导向。

“啃老族”，顾名思义是指有
谋生能力，却不肯就业，得靠父
母供养的年轻人。近年来，“啃
老”这个词不时地进入人们的视
野。

赋予老年人对“啃老族”说
“不”的权力，不仅体现了国
家、社会对于老年群体的关爱，
更从法律的角度给了老年人一把
尚方宝剑，可以让老年人群体
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本案
的裁判明确有劳动能力的成年
子女，在父母明确拒绝的情形
下无权继续居住在父母所有的
房屋，对于成年子女自己“躺
平”却让父母负重前行的行为
予以了否定，体现了文明、法
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助于引导青年人摒弃“啃老”
的错误思想，鼓励青年人用勤
劳的汗水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
《民 法 典》 第 二 十 六 条 规

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
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
的义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成
年子女，父母不再负担抚养义
务。如果父母自愿向成年子女提
供物质帮助，这是父母自愿处分
自己财产的权利；如果父母不愿
意或者没有能力向成年子女提供
物质帮助，子女强行“啃老”，
就侵害了父母的民事权利，父母
有权拒绝。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这起典型
案例，对各地法院裁判类似强
行“啃老”案件，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一堂生动
的 法 治 教 育 课 ： 对 于 “ 啃 老
族”来说，这是敲响警钟；对
于父母来说，也可从中吸取教
训。

其 实 ， 孩 子 之 所 以 “ 啃
老”，大多还是父母溺爱惹的
祸。这个案例提醒家长，一定要
培养孩子独立自强的能力和艰苦
奋斗的精神。面对强行“啃老”
行为，老年人要勇敢地拿起法律
这个武器，大声地对“啃老族”
说“不”。

对强行“啃老”
坚决说“不”

日前，宁海县法院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图为该院刑事
审判庭干警走进得力工业园区，向职工分发资料，宣传国家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等。 （彭羚 摄）

农民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 （（图文无涉图文无涉）） （（唐严唐严 摄摄））

国家安全教育进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