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上买的名牌围巾竟是假的

兄弟反目为争房 合理分配平纷争

他们在警务站里过春节
目标“七浦无贼”背后的故事

打官司也有科技范
上海海事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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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父母房屋动迁款的分配问题，赵氏

兄弟二人矛盾激化，甚至大打出手。一场诉
讼结束，法院最终判决动迁款参照法定继承

在兄弟俩之间分配。而这对兄弟间的“抢房
大战”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

赵大和赵二系同胞兄弟，赵父早年亡
故，赵母一人含辛茹苦把兄弟俩拉扯成人。

兄弟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继结婚生子，

且分别在各自单位享受过福利分房。赵母在
上海中心城区有一套公租房，她在世时，赵

二很不孝顺，让赵母很反感。尽管赵二多次
央求，赵母始终没答应把赵二的户口迁入系

争房屋。2008年 12月，在赵母病重期间，赵
二让母亲在一份打印的遗嘱上签名，遗嘱内

容是把系争房屋的所有权利（包括将来动迁

利益）都留给赵二一人所有。2009年 2月，赵

母去世，之后承租人一直没有变更。2009年
10月，赵二把自己居住的房屋让给儿子做了

婚房，自己和妻子搬入了系争房屋居住。
2018年 2月，系争房屋被征收，征收时

系争房屋无登记户籍人口，赵二以房屋的实
际使用人来作为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征收安置补偿款

560万余元。赵大找到赵二协商动迁款的分
配，遭赵二断然拒绝。赵二不肯给赵大任何

补偿款，同年 8月赵二和赵大在争吵后竟然
大打出手，兄弟俩闹得不可开交，最终是警

察到场才平息了风波。
赵大经他人介绍找到了我咨询，我给他

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本案系争房屋的征收补

偿款应该参照法定继承在赵氏兄弟之间分

配。因为系争房屋系公租房，其母死亡后，母
亲作为公房承租人的资格即丧失，同时也丧

失了对公房的一切权利，公房本身不存在继
承的问题，即便其母的遗嘱是真实的，该遗

嘱也是无效遗嘱，不产生遗嘱继承的法律效
力。系争房屋同住人的认定需要户籍在册、

实际居住、他处无房三个条件，其中他处无

房指他处无福利性分房等。赵二虽在系争房
屋实际居住，但其户口并没有登记在系争房

屋内，不具有该公房同住人资格。系争房屋
被征收时承租人已经死亡，无新的承租人且

没有户籍人口。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分家析产
案件意见中对此有明文规定，只有承租人的

公房动迁时，原承租人已死亡，若已依法确

定了承租人的，动迁补偿款归新的承租人；

若尚未确定承租人的，动迁补偿款归原承租
人的继承人。

后赵大委托我代理诉讼维权，要求依
法分得系争房屋二分之一的征收补偿款。

法庭上我方全面陈述了本案系争房屋征收
补偿款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分配的事实理由

和法律依据，最终法庭采纳了我方的代理
意见，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完全符合我

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案件最终以赵大的胜

诉而告终。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韩迎春律师
每周六、周日（下午 1时到下午 6时）为

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

需提前预约，预约电话 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
口出来即到）

    1月 23日下午，在七浦路兴旺

服饰市场内，大部分铺面已熄灯停
业，只有零星几个商户还在店铺内

整理商品，为年后的开业做准备。身
着警服的何金超和几名商场保安穿

梭在商店之间，作为七浦路警务站
的副警长，33岁的何金超已是第二

年在警务站迎接春节的到来了。

从日均 6万客流到春节里的零

客流，繁华退去，七浦路服饰市场的
宁静诠释的是“平安”二字。七浦路

服饰市场暂时打烊了，但是七浦路
警务站却从未打烊。

七浦路警务站成立于 2008年，

是虹口公安分局根据七浦路服饰市
场的警情特点设立的警务站点。如

今快 12 岁的七浦路警务站共有 8

名警力，一旦遇到双休日和法定节

假日，他们都是全勤上岗。

“春节长假一开始，这个商场基
本就是一座空城了，我也格外警觉，

不能有消防隐患，今天做再多的检查
也不为过。”商场内有上百万件、总值

上亿元的服饰商品，平时，市场 3800

余个铺位，1万多名店主和营业员，

但凡有一点火星，拿起配备的灭火器

就能把隐患排除。但春节长假人都走

光了，货却一件不少堆放在店里，这
些服饰商品在春节里的安全成了警

务站的民警最关注的事。
警长殷志民介绍说：“我们要求

商场管理方，只要一条街上的铺面
全部打烊，就把这条街的电断掉。”

此外，警务站和商场管理方给每一
个商铺都配备了第二把门锁，钥匙

交由商场保安管理，一来给防盗工
作加上了一道保险，也能有效掌握

商铺在节假日的状态。

除了消防安全，长假期间，警务

站另一项任务就是为开年的安全防

范工作提早谋划。据统计，七浦路警
务站成立之初，每日接警量在 60至

70起，其中涉及盗窃的就不下 10

起。而近 5个月的 110接处警数据

显示，警务站累计接处的盗窃类警
情才 9起，其中 7起还是误报。去年

10月初，警务站接报一起盗窃案

件，被害人却说不清手机何时被盗，
只知道自己半天的工夫逛了十几个

商铺。民警根据被害人的描述，实地
勘察其进出市场整个路线，确定他

的手机不是在商场内被盗，结果在

牛仔裤商铺一堆成衣下找到了失主

不小心遗忘的手机。何警长说，每到
节假日，他的微信朋友圈步数总是

排名第一。巡检是警务站最日常的
工作，2名民警带上 2名商场保安，

仅巡逻一层楼就要花大半个小时。
北外滩派出所副所长徐斌介绍

说：“相比去年同期，七浦路服饰市

场的盗窃类案件无论是接报数还是
立案数都下降了 90%左右，科技、

人力和制度的迭代升级是根本原
因，警务站朝着零发案、七浦无贼的

目标努力。” 本报记者 袁玮

    本报讯（通讯员 陈岚 记者 袁玮）沪上一对夫妻在医

院门口发小广告向病人有偿收购医保药品，再将收购来的
药品加价倒卖给他人以此来牟利。近日，虹口区检察院依法

对这对夫妇王某某、茆某批准逮捕。
自 2018年 7月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和他的妻子茆某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长征医院等附近向来往的病人发
放小广告，从这些病人手中收购配来的药品，再加价出售给

几位固定的收药老板。

2019年 12月，民警在夫妻俩的家中搜出了约 105种、
5000余盒各品牌药品。“我卖的大多数是降血压、降血糖的

慢性疾病药，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药品。”王某某告诉检察官。
民警从夫妻俩家中查获的药品中有一部分药品需要特殊的

运输、储藏要求，比如冷藏。药贩子不具备相关运输条件、储
藏环境，这些药品在经多次转手之后，药品安全没有保障，

这类药品不仅疗效降低，而且毒副作用也会显著增强。该对
夫妻贩卖的部分药品是处方药，出售该类药品既不合法，随

便用药也可能危害患者生命安全。

虹口区检察院认为，该对夫妻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
药品，情节特别严重，已涉嫌非法经营罪。近日，虹口区检察

院依法对两人批准逮捕。

    打官司也有科技范，将人性化

服务和科技感巧妙融合。近日，上海
海事法院升级改造的诉讼服务中心

正式对公众开放。诉讼服务中心的
改造按照两个“一站式”工作要求，

同时突出海事特色，将现代科技与
海事审判深度融合，切实提升海事

诉讼服务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

走进上海海事法院诉讼服务中
心，人性化服务和科技感扑面而来，

右手边是一块大型的触感显示屏，
安装了 3D导诉软件系统，根据路

线指引，就能很方便找到想要去的
功能区和审判法庭。改造后的诉讼

服务中心区域更为宽敞，环境设计
大气明亮，功能布局更加完善。中心

设置诉讼引导区、窗口接待区、便民
服务区、自助查询区、自助办理区、

可视化展示区、信访调解区等。
各个区域都以深蓝色为主色

调，融入海事元素，科技范儿十足。

同时，中心创新运用了人脸识别技
术和自动导引功能，提高了当事人

自助办理和查询相关业务的效率。
在诉讼服务中心，两排分别显

示着“慧讼港”和“智链湾”的电脑非

常醒目。“慧讼港”是自助办理区，提
供网上申请立案、自助立案、多元调

解、海事诉讼文书制作以及模板下
载等智能辅助功能。

“智链湾”是自助查询区，可实
现船舶委托看管、评估鉴定等专业

技术一体化平台查询、海事诉讼智
能问答、审判执行案件情况查询、网

上阅卷、在线查看庭审直播、典型案

例及文书公告查询等功能。其中，专
业技术一体化平台整合了上海海事

法院多元调解、委托看船、特邀咨
询、专业评估鉴定、专家陪审、概括

授权等创新机制。

为推进诉讼服务集约化，窗口

接待区设有 4个服务窗口，同时设
立跨域立案和多元化解专窗、增设

送达中心和鉴定评估中心等，将原
先分散于多个部门、多个环节的审

判辅助性工作集中整合到诉讼服务
中心，实现“一站通办”。

在多元化解纠纷方面，中心建

立了诉讼、调解、仲裁“一站式”衔接
工作站，全面加强与中国海事仲裁委

员会上海分会委托调解、上海经贸商
事调解中心特邀调解的无缝衔接流

程，真正方便当事人“一网解纷”。
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中

心的功能定位从立案受理向诉讼全
程服务转变，形成流程全贯通、业务

全覆盖的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并
强化多元解纷运行功能，积极推进

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建设。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黄丹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岚 记者

袁玮）虹口警方日前接到报警，被

害人称在某手机 App 上买的巴宝
莉围巾是假的。经查，警方发现多名

对外销售假冒品牌的犯罪嫌疑人，
并查获大量假冒巴宝莉品牌的商

品。近日，虹口区检察院对马某某等
9人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批准逮捕。

去年 10月 11日，被害人通过
某手机购物软件购买了一条巴宝

莉围巾，支付 2580元。收到货后，

他发现围巾质地不对，经鉴定公司

鉴定，是假货。警方调查发现，犯罪
嫌疑人拥有完整的制假生产线。马

某某在广东东莞拥有新、老两处工
厂。据其中一犯罪嫌疑人供述，“老

厂有车间、有版房，从制版到出货
都做的。”该厂出货的服装贴着自

有品牌标签，而新厂接到这些货

后，将标签拆除，之后贴上“巴宝

莉”标签，并换上“巴宝莉”的纽扣等

配件，装箱后发仓库，由专人发货。

网络售假隐蔽性强，让不少法
制观念淡薄、心存侥幸的人盯上了

售假的“商机”。虹口区检察院持续
聚焦知识产权犯罪中的新类型犯

罪和疑难问题，综合运用各种法律
手段，依法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

权益，为民营企业谋求高质量新发

展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