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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亦平

据昨天《宁波
日 报》 民 生 版 报

道，日前，一女士穿双“恨天高”
驾车，行驶至G15沈海高速往上海
方向奉化服务区进口附近，看到前
方一辆低速行驶的大货车时，本能
地去踩刹车，然而，因“鞋”无法
刹住时速达 100码的红色轿车，最
终发生追尾事故，爱车被撞得面目
全非，女士也差点丢了性命。

天热，许多司机为图凉快，或
贪方便，喜欢赤脚或穿拖鞋开车。
上班族女士也嫌麻烦，索性一鞋到
底，直接穿高跟鞋开车上班，如此

“鞋”随意，对行车安全是有很大
隐患的，有时甚至带来致命的危
险。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由一桩
桩血淋淋的事故告诉我们的。譬
如，赤脚、穿拖鞋开车，踩急刹车
时就无法用力，甚至脚打滑，最终

“一失‘足’成千古恨”。穿高跟鞋
开车风险更大。众所周知，刹车踏

板的伸缩间距，通常在 10 厘米左
右，也就是一只拳头的距离。高跟
鞋后跟越高，潜在风险就越大，紧
急刹车时，踏板踩到一半便戛然而
止，刹车“失灵”。就像那名女司
机，因“恨天高”使然，只得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爱车与前车“拥
吻”。就因为穿了双“恨天高”，“眼睛
一眨，懒孵鸡变鸭”。用宁波话来讲，
这叫“省了一半，还有一半好省”。

女士穿高跟鞋，在平时，完全
是个人喜好，无可厚非。但驾驶室
不是 T 型台，开车亦不是走秀场，
穿衣着鞋，安全第一，所以，“开
车 不 穿 高 跟 鞋 ， 穿 高 跟 鞋 不 开
车”，应成为广大女同胞的自觉与
共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士们
不妨在办公室或汽车后备箱内备一
双平底鞋或者运动鞋，上班穿高跟
鞋，开车则穿平底鞋，举手之劳，
时髦安全，岂不美哉！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驾驶室不是T型台

记 者 吴向正
通讯员 路 余 朱灵芝

父亲去世后，几个子女对遗产
继承发生争议。两个女儿手持打印
遗嘱要求按遗嘱继承，儿子却认为
遗嘱无效。三姐弟争执不下，诉至
法院。经过审理，法院最终认定，
这份遗嘱无效。日前，慈溪法院通
报了这起继承纠纷案。

徐大爷和老伴都是慈溪市某村
的村民，两人名下有位于该村的平
房四间及一些银行存款等。2020
年 5 月，徐大爷因病去世。

两人膝下育有四个子女，分别
为徐大 （女）、徐二 （女）、徐三

（男）、徐四 （男，已亡故）。徐大
爷去世后，几个子女为如何继承其
中两间平房发生争议。

徐三要求这两间平房作为遗产
按法定继承分割，遭到两个姐姐反
对。徐大、徐二拿出了一份打印的

遗嘱，表示父亲在生前早已立下遗
嘱，房屋应由二个女儿继承。徐四
的妻儿则表示，如果遗嘱有效，就
按照遗嘱分配遗产，如果遗嘱无
效，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他们
也应依法进行代位继承。

这 是 一 份 用 A4 纸 打 印 的 遗
嘱，一共三页，上面写着“⋯⋯
我俩百年后，四间平房归两个女
儿继承所有⋯⋯上述四间平房及
一切家什两个儿子和媳妇及后代
都 无 权 继 承 和 享 受 ⋯⋯” 等 内
容。遗嘱的最后一页，显示落款
时间为 2019 年 7 月，该页还写有
徐大爷的名字及一名代笔人和两
名见证人的名字。

徐三认为，这份遗嘱不符合
《民 法 典》 中 关 于 打 印 遗 嘱 的 规
定，并且他对遗嘱中徐大爷签名的
真实性也表示怀疑，认为遗嘱无
效。姐弟三人争执不下，2021 年 3
月，徐三向慈溪法院起诉，要求遗
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这份打印遗嘱是否有效，成了
本案的焦点。

根据 《最高人民法 院 关 于 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

效力的若干规定》，《民法典》 施
行 前 遗 嘱 人 以 打 印 方 式 立 的 遗
嘱，当事人对该遗嘱效力发生争
议的，适用 《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但遗产在 《民法典》 施行前
处理完毕的除外。本案中，案涉
遗 嘱 是 在 《民 法 典》 施 行 前 所
立，如今案件当事人对遗嘱效力
发 生 争 议 ， 依 法 应 适 用 《民 法
典》 的相关规定。

从形式上看，案涉遗嘱一共三
页，立遗嘱人徐大爷和见证人仅在
最后一页签字，也未注明签字日
期。据 《民法典》 的规定，打印遗
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
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因
此，该打印遗嘱形式不符合法律对
打印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

此外，案涉遗嘱的代书人和见
证人在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时，对该
遗嘱的形成时间、地点的陈述存在
前后矛盾、冲突。

最终，法院认定该份打印遗嘱
无效，并依法对徐大爷的遗产按法
定继承进行了分配判决。判决后，
涉案各方均未提起上诉。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法官提醒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
生活中用电脑输入取代纸笔书
写，打印遗嘱也被越来越多地
呈现在法庭上，成为案件争议
的焦点。《民法典》明确认可了
打印遗嘱的形式，并对打印遗
嘱的形式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订立打印遗嘱，应当注意
以下几点：

1.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
在场见证。打印遗嘱虽然不要
求电脑制作和打印的行为必须
由遗嘱人本人完成，但是两个
以上见证人均应全程在场见
证。根据《民法典》规定，下
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
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
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2.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
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立
遗嘱日期。

打印的遗嘱怎样才算有效？
慈溪法院的这个案子给大家提了个醒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桂琳） 夏日炎炎，核酸采
样每天在接受“烤验”。在海曙区
段塘街道雄镇社区，近日投用的两
间核酸小屋，让核酸采样人员再也
不用汗流浃背了。其中一间，是爱
心居民和社区党建共同体单位接力

“众筹”设置的。
记者看到，核酸小屋“麻雀虽

小 五 脏 俱 全 ”， 设 有 2 个 采 样 窗
口，屋内装有空调、usb 充电接口
等基础设施。小屋的底部装有滚
轮，方便快速移动。“此前，我们
一般采用帐篷，但降温效果一般，
今年强对流天气多，我们已经更换
了近 20 顶帐篷。”雄镇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主任林轰轰介绍。

据悉，雄镇社区由 4 个小区组
成，常住居民 3000 余户，加上周
边工地、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平均
每 次 核 酸 采 样 登 记 有 2300 余 人 ，
采样工作压力大。

7 月中旬，回家探望母亲的李
先生在社区采样时发现，虽然已
是晚上 6 点半，但采样人员和志愿
者 的 额 头 依 然 不 断 有 汗 水 流 下 ，
身上的防护服也被汗水浸染。

从事移动板房生产工作的李
先生主动找到社区，提出免费捐
赠 一 间 市 价 2.5 万 元 的 核 酸 小
屋。不出两周，根据社区实际情
况生产、改造的适合 2 组核酸采
样登记工作的一间崭新核酸小屋
落地。

不过，此时核酸小屋内还缺
一 台 空 调 。 雄 镇 社 区 将 “ 问 题 ”
打包为“项目”，发送至社区幸福
党建共同体各成员单位，希望通
过发挥党建共同体的力量，为一
线“大白”送清凉。很快，成员
单位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主动认领了该项目，捐赠了一台价
值千元的空调。

有了空调，核酸小屋还需接

电。另一家成员单位博建建工有限
公司主动帮助接线并提供免费材
料，完成了项目接力。

考虑到社区核酸采样点有三组

采样登记人员同步进行，段塘街道
调剂购入另一间核酸小屋放置在该
点位，大大改善了现场核酸采样的
环境、提高了效率。

多方“众筹”爱心接力

海曙雄镇社区核酸小屋落地

工作人员在核酸小屋内进行采样。 （陈朝霞 张昊桦 摄）

记者 徐欣 通讯员 陈姣

夏天凉爽的海滨、流淌的河流
和小溪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但溺水
隐患也随之增加。为切实加强安全
教育，杜绝溺水悲剧的发生，象山
县妇联组织各级妇联开展暑假防溺
水宣传实践活动。

“遇到有人溺水怎么办？”象山
县妇联联合爵溪街道妇联在爵溪街
道开展吉象芳华“防溺水 保安
全”暑期安全教育活动。活动邀请
象山蓝豚水上救援队队员结合典型
案例，为近百名“新爵溪人”和学
龄前儿童家长分班次进行防溺水和
急救知识普及讲座。

象山县共有 0-6 岁户籍儿童
2.6 万 人 、 流 动 儿 童 约 1.2 万 人 。
2017 年，象山县启动学龄前儿童
溺水干预项目，以新桥镇、晓塘乡
为试点乡镇。其间，由象山县妇儿
工委办牵头成立学龄前儿童溺水干
预项目领导小组，整合 9 个责任部
门、2 个试点乡镇力量做好基线调
查，有针对性地实施看护教育、水

域巡查、危险水域改造、急救技能
培 训 、 社 会 氛 围 营 造 等 策 略 部
署。邀请省、市疾控中心专家组
对辖区内 27 所学校、幼托机构和
13 家乡镇 （街道） 卫生院负责人
进行学龄前儿童溺水干预项目基
线调查培训，多渠道加强社会宣
传，打造防溺水实践基地，组建
危险水域巡逻员团队，开展防溺
水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防溺水立体防护网。同
时，联合乡镇政府对属地儿童溺水
危险水域进行排摸、改造，以安装
木门围栏、制作警示标语、新增救
生设备、增设井盖缸盖等方式，阻
断溺水安全隐患。

在 “ 防 ” 的 基 础 上 ， 新 桥
镇、晓塘乡 2 个试点乡镇还专门
搭 建 正 规 游 泳 池 ， 配 备 安 全 员 、
瞭望台和救生圈，便于儿童安心
戏水。目前，象山县学龄前儿童
家长防溺水急救技能普及率从干
预 前 的 8.23% 提 升 到 干 预 后 的
17.54%，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实
现全覆盖。

不做夏日“孤泳”者
象山疏堵结合构建防溺水立体防护网

通讯员 贺佳超 陈红
记 者 孙 肖

“传单上有垃圾分类倡议书和
我们手绘的垃圾分类宣传画，感谢
大 家 能 在 生 活 中 自 觉 分 类 。” 近
日，在北仑区新碶街道凌霄社区世
茂二期小区，10 岁的张芮宁和小
伙伴身穿蓝马甲，向过往居民发放
自制的文明宣传单。

和张芮宁一样，利用暑假时间
参与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是今
年社区里很多孩子的选择。这个暑
假已有 117 名孩子报名成为“文明
小管家”，他们开展宣传、劝导、清洁
等服务，用行动点亮文明之光。

“我们邀请辖区 7～16 岁的孩
子加入‘文明小管家’这支团队，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努力
创造儿童友好的社区环境。”凌霄
社区党委书记陈雪波表示，团队得
到了许多家庭的热情支持，大家报
名非常踊跃，每周的活动名额都是

爆满甚至需要“加塞”。
一个简单的“楼道安全卫士”

清洁活动，在报名阶段名额就被一
抢而空，活动当天有超过 30 人参
加。

此外，孩子们还别出心裁地准
备了“留言条”，贴在联系不到主
人的杂物上，确保提醒到位。面对

“小管家”的真诚，居民们非常配
合，很快自我整改。一个居民表
示：“小朋友都懂的道理，大人更
要做好，倒过来让孩子教，那就太
不好意思了。”

凌霄社区社工许陈陈是团队任
务的发布人，她在每次活动的设计
上都花了心思。许陈陈表示，为了
提升“小管家”的专业性，团队还
为“小管家”提供知识和技能培
训，不仅学习了“垃圾分类”“交
通指挥”“文明礼仪”等知识，还
在绘画、语言表达等方面有了一定
提升，帮助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表
达对文明的畅想。

社区来了117名“文明小管家”

昨日下午，一场题为“动物之
友”分享交流会在明楼街道辖区内
的一家宠物店内开启。

据 悉 ， 8 月 8 日 恰 逢 每 年 的
“国际猫咪日”，该节日最初是由国
际 爱 护 动 物 基 金 会 （IFAW） 自
2002 年正式提出，让人们了解猫
咪可以帮人改善心理健康以及减轻

压力、焦虑和抑郁。
“我们希望借‘国际猫咪日’

的机会，呼吁大家养宠物前就要考
虑 清 楚 ， 他 们 的 生 命 同 样 很 珍
贵。”活动组织者说。

图为组织者在交流救助动物经
验。

（许天长 陈梦妤 摄）

“国际猫咪日”分享会

记 者 陈章升
通讯员 施吉章 柴铮巍

梨枝能做什么？慈溪周巷
孩子的答案是发挥想象力，将
其制作成手工艺品。

昨天上午，慈溪市周巷镇
精忠小学老师陈灵做客云城村
文化礼堂，给 30 多个乡村“复
兴少年宫”孩子上了一堂梨枝
创意造型课。课堂上，色泽暗
黑、形态各异的梨枝成为大家
关注的焦点。

对于梨枝，周巷人并不陌
生 。 每 年 修 剪 梨 树 时 节 ， 当
地 梨 园 能 看 到 不 少 梨 农 堆 放
的 梨 枝 。“ 它 们 线 条 奇 特 ， 有
的 粗 细 对 比 明 显 ， 有 的 自 带
天 然 节 疤 ， 是 天 然 的 艺 术
品 。” 陈 灵 介 绍 ， 近 年 来 ， 精
忠 小 学 师 生 用 梨 枝 制 作 许 多
手 工 艺 品 ， 既 有 立 体 画 作 ，
也有精美摆件。

为了上好今天这堂梨枝创
意造型课，陈灵与周巷其他志
愿 者 从 上 周 起 就 开 始 准 备 材
料。云城村的孩子们正式开启
梨枝创意造型体验之旅。

“小试牛刀”后，孩子们在
陈灵指导下尝试制作造型更为
复杂的梨枝摆件——青瓷瓯乐
演 奏 者 。 其 间 ， 以 “ 青 瓷 瓯
乐”“青青瓷音”为主题的梨枝
手工艺品揭开“面纱”。

既养眼，又好玩，梨枝创
意 造 型 课 让 乡 村 “ 复 兴 少 年
宫”的孩子们乐在其中。为了
让他们度过一个难忘而有意义
的暑假，周巷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还将推出麦秆画创作、豆
酥塘制作等非遗传承课。

慈溪有群师生将梨枝慈溪有群师生将梨枝““拗拗””出艺术范出艺术范

陈灵给孩子们上梨枝创意造型课。左图和下图为学生们创作的
梨枝创意作品。 （施吉章 陈章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