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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 房伟）“居民
身份证涵盖了广泛信息，遗失后会给当
事人带来一系列未知的风险。为从源头
上杜绝风险，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昨日，
全国人大代表、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坚江建议，应及早规范遗失居民
身份证的作废处理。

居民身份证是每个人独一无二公民
身份的法定证明工具。作为涵盖广泛信
息的重要证件，身份证的使用已无处不

在，人们在乘坐交通工具、办理银行业
务、入住酒店等日常生活中都必须持证
办理。但《身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
对遗失身份证条例仅作说明：“居民身份
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领。”

郑坚江分析说：“由于身份证不能像
银行卡一样设置密码，挂失后也不能停
用，很容易导致身份证在丢失后仍能在
不少场合正常使用，给当事人和社会带
来不小的隐患和风险。”

郑坚江举例说，有的不法分子拿着

捡到或者盗来的身份证，到银行开通信
用卡或借记卡，绑定微信、支付宝账号
等，然后把身份证、银行卡、微信、支付宝
账号等一起出售，部分用于诈骗活动，部
分用于“洗钱”，用捡到或者盗来的身份证
为犯罪活动作掩护。在公安侦破的案件
中，一人持有多张身份证上网吧、开房，冒
用他人身份证违法的现象并不罕见。

对此，郑坚江建议，首先要从法律层
面，将《身份证法》第二章第十一条修改
为：“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

领。补领新的居民身份证后，原居民身
份证应当作废。”

其次，从操作层面，居民身份证签发
机关应当在补办的新居民身份证上加注

“补发”或能体现补办的简易注释，并且
在查验或使用居民身份证时可知晓原
已遗失作废的信息，“这样有人使用遗
失居民身份证时，一经查验，能第一时
间显示该证是‘废证’，从源头上杜绝他
人以遗失居民身份证行违法犯罪之
事。”郑坚江说。

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后，备受
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8日提交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民法总则草案针对现行法律规定的
监护制度作出了多处重要完善修改。扩
大监护范围、突出民政部门监护责任、细
化撤销监护人资格规定……与现行法律
相比，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监护职能，
让“一老一小”的保障体系更加健全。

草案的一大亮点是扩大了被监护人
的范围。现行的民法通则对“无民事行
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人”的监护进行了规定，而民法总则草案
将此扩大至“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这意味着失去
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或将被纳入监护体
系。

另一处引人关注的变化，是更加强
调了民政部门的国家监护职责。民法通

则规定，无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由其父母
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
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而民法总则
草案则指出，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
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
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
村委会担任。

近年来，监护人严重损害被监护人
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社会公众普遍认
为应当撤销此类行为恶劣监护人的监护
权。民法总则草案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草案明确，凡是有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
人身心健康行为等三种情形的，法院将
依照有关个人或组织的申请依法撤销其
监护人资格。草案特别提出，监护人的
监护资格被撤销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
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法院可
在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的前提下，
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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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一老一小”监护体系

“空巢”失能老人，怎么监护更妥？

根据民法总则草案，没有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
任，也可以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

“这几年，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空
巢’老人越来越多。虽然‘五保老人’有
民政部门兜底，但还有一些没有子女的
老人以及年纪大的单身老人没有亲人照
顾。”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州建始
县龙坪乡店子坪村村委会主任王光国
说，民法总则草案有关监护方面的规定
有利于让老人安心。

“从对老人的熟悉程度看，村居委会
承担对失护老人的监护职责是合适的；
但从未来着想，民政部门和由政府主导
的养老院还应发挥更大作用。”全国人大
代表、民革吉林省委副主委郭乃硕说。

父母不称职被撤销监护权，怎
样恢复？

近年来，随着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
不断完善，相关司法实践也逐渐增多。民
法总则草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监护
人资格被撤销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
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
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
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毕竟是亲生父母，除了血缘关系还
有感情纽带。法外还有人情，某些父母
因为管教不当被撤销监护权的情形，我
认为是可以恢复的。”郭乃硕说，故意犯

罪是对孩子身心的严重伤害，民法总则
草案区别对待两种情况，为恢复监护人
资格留有余地，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

暂时没有监护人的“空档期”，孩子怎
么办？民法总则草案明确，在指定监护人
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
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村居委会、法律规定的有关
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完善社会监护体系，如何强化
司法监督？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伟根表
示，在当前老龄化与留守儿童增多等情
况下，应逐步构建国家、社会、家庭的监
护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强法院和检察
院司法的审查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民法总则草案指出，对监护人
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村居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
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指
定监护人。村居委会、民政部门或法院
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根据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长宁区虹储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则表示，现实
中的监护权争议往往是“有钱争着管，没
钱没人管”，外人未必能够从表面情况作
出对老人最有利的决定。而由法院判决
的话，也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审查标
准。此外，为了避免获得监护权之后出
现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指定监护
人的后续监管。 据新华社

七个问题
让你了解民法总则草案有多重要

作为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涉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
下面这七个人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一起来了解一下其重要性。

从家庭监护到社会监护，要迈过哪些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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