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出资但同意加梯，费用怎解决？

司机深夜醉驾玩漂移
驶入对向车道酿事故

法治“徐汇范式”用智慧、便捷、温情解社区难题

事 故收征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煜

记者 孙云）松江近日发生一起机动

车驶入对向车道的交通事故，肇事

司机系醉酒驾驶，在道路上不能自

控地“玩”起了漂移。

1月4日深夜11时许，松江公

安分局洞泾派出所接到市民杨先生

报警称，发生一起两车事故。接报

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发现两车头

受损严重，所幸无人员伤亡。在对

驾驶员邓某进行询问时，其身上散

发出一股浓烈的酒味，经抽血检测，

其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97mg/

100ml，属醉酒驾驶。

民警调查发现，当晚，犯罪嫌疑

人邓某醉酒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

时，车辆失控，呈S形向前行驶，由

于道路中间无隔离带，便径直冲进

了对向车道，迎头撞上对面正常行

驶的车辆。

犯罪嫌疑人邓某对自己醉酒驾

驶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称其当晚在

朋友家聚餐时喝了酒。聚餐结束后，

怀有侥幸心理，自行驾车返家，不料

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犯罪嫌

疑人邓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松

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崔先生91岁高龄，其承租的公

房被征收了。因协商分割征收补偿

利益不成，其继子崔某一家把崔先

生告上了法院，但法院判决结果和

崔某的期望值大相径庭。

崔先生和崔某系继父子关系。

1978年崔先生和王女士再婚。王

女士和前夫生有一子小王，崔先生

和王女士再婚时，年仅两岁的小王

改名崔某。崔先生和王女士夫妻感

情甚好，崔先生对待继子崔某视如

己出。1988年王女士不幸因病去

世，崔先生一个人把崔某抚养成人，

竭尽家庭财力为崔某购买了婚房。

但崔某娶妻生子后对崔先生逐渐疏

远，后对崔先生不管不问，这让崔先

生十分伤心难过。

1982年崔先生的单位为其分

配了一套福利公房（以下简称系争

房屋），房屋受配人为崔先生、王女

士和崔某。一家三口的户口从他处

迁入系争房屋。2002年崔先生拿

出多年的积蓄为崔某购买了婚房，

崔某结婚后即从系争房屋搬出，但

户口一直登记在系争房屋内。2003

年2月，崔某和吴女士结婚，次年生

有一子小崔。2003年4月，吴女士

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内。小崔的户

口在系争房屋报出生。2016年崔

某在本市他处购买了一套面积为

158平方米商品房。系争房屋自

2003年2月起一直由崔先生一人居

住，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1年2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3月22日，崔先生

作为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

偿款共计613万余元。崔某多次找

到崔先生协商分割征收补偿款，崔

某认为自己一家三口的户口登记在

系争房屋内，要求获得全部征收补

偿利益的四分之三。遭到崔先生拒

绝后，崔某一家三口一纸诉状把崔

先生告上了法院，并且向法院申请

了诉讼保全，冻结了系争房屋征收

补偿款。

崔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房屋的

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崔先生和崔某

两人之间分割，崔先生应当多分征

收补偿款。首先，吴女士和小崔不

是系争房屋同住人。吴女士和小崔

虽户口登记在册且没有享受过公房

福利，但自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从

没有实际居住过，且本市他处有良

好的居住条件，故其二人不符合公

房同住人认定中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的条件，应被排除同住人地位，无权

参与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其次，

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应当在崔先

生和崔某之间分配，崔先生应予以

多分。崔某虽多年不在系争房屋居

住，但其早年曾实际长期居住，没有

享受过福利分房且其户口从没有迁

出过，该种情况并不丧失同住人身

份。崔先生是房屋实际居住人，司

法实践中与居住有关的奖励费用应

当归属于实际居住人。崔先生属于

年老体弱人员，需要用系争房屋征

收补偿解决居住问题，相反崔某本

市他处有良好的居住条件。

上海高院关于房屋动迁补偿

款分割民事案件的解答中明确规

定，承租人、同住人之间遵循一人

一份、均等分割的原则，但是“承租

人或同住人属于年老体弱，缺乏经

济来源，且按均分所得的补偿款，

无法购得房屋保证其正常生活

的”可以酌情多分。崔先生的情况

完全符合这一规定。

后崔先生委托我们应诉维权。

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的

分析和预测，法庭采纳了我方的代

理意见，吴女士和小崔被排除了同

住人身份，法庭最终判决原告崔某

分得213万余元，被告崔先生分得

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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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体弱可多分征收补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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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贯彻执行得
如何，民主法治建设进展
得怎样？基层是“晴雨
表”。作为首批法治政府
建设示范区，近年来，徐汇
区积极推动区域法治建设
同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
振、同向发力，在法治化营
商环境、基层“软法治理”
等方面下功夫，打通基层
法治建设的“神经末梢”，
为“卓越徐汇”建设打造法
治“徐汇范式”。在日前公
布的第一批上海市法治建
设示范街道乡镇名单中，
徐家汇街道和长桥街道榜
上有名。

创新推出“协议互
认法”解决加梯费用
民生大事“加梯”过程中，不愿出

资但同意加梯居民的费用怎么解

决？长桥街道创新推出“协议互认

法”，加梯“三人组”购买不出钱居民

的使用权，楼内其他居民代为分摊相

应费用，对方今后若有意愿使用电

梯，先将费用缴归“三人组”，由“三人

组”返还居民。“协议互认法”成为出

资居民资金安全的“金钟罩”。

在漕河泾街道的金牛居民区，

“软法治理”助推了加梯进程。居民

区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牵头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会同居民代表、法律

顾问等共商共议加梯事务，每个楼

组成立加梯“三人小组”，开展业主

意愿征询、法律政策宣传等工作。

同时积极发挥居民公约、社区自治

章程等社会规范的作用，培育“法治

带头人”“法律明白人”，以“精准滴

灌”普法模式，推动居民在法治轨道

上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目前金牛花

苑小区加装电梯已签约38台。

高空抛物、飞线充电、不文明养

宠……社区治理中的这些“死结”怎

么打开？华泾镇用市民公约、居规

居约、服务承诺等“软法”来治理，引

入法治“智囊团”、培育“社区法治

人”，当好社区治理参谋员、普法宣

传员。在社区成立以律师个人名字

命名的工作室，对小区居民自治公

约、车辆停放、文明养宠、楼道堆物、

物业管理等建言献策，为居民提供

法律支持，让社区“软法治理”落地。

下好法治化营商环
境“一盘棋”
杰尼亚、耐克是商标还是品牌？

徐汇区的徐家汇商圈商标品牌指导

站能帮你搞懂这些问题。这个一年

多前在上海成立的首个商标品牌指

导站，已成为徐家汇功能区及商圈内

企业商标品牌的“向导指南”，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商标服务。

下拉菜单、选择办理事项、领材

料填报，不到5分钟，上海咖嘉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人事经办人张莉就顺

利拿到了企业经营范围变更所需要

的“股东会决议”和“企业章程修正

案”两份重要材料。她办理业务的

地点并非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而

是位于徐家汇商圈“T20”的一台

“一网通办”自助办理机。徐汇区的

“政务智能办”业务首创了24小时

自助政务服务工作台，目前自助机

延伸到商圈、园区和社区，在徐家汇

商圈、漕河泾开发区等地，都能找到

这个“家门口”“楼门口”的办事“好

帮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徐

汇区正打造“办事流程最简、监管成

效最实、服务群众最优”的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示范区，为

各类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徐家汇街道辖区内有徐家汇商

圈、宜山路建材街、上海体育场、徐

家汇公园等重要场所，还有近万家

企事业单位。徐家汇商圈商标品牌

指导站让商圈内的企业足不出“圈”

就能享受到商标咨询、注册申请，甚

至商标诊断、品牌规划、商标质押融

资等“一站式”服务，为企业商标品

牌运营增值赋能。疫情期间商业用

房承租人能否主张减免租金？企业

商事合同履行有何应对之策？徐家

汇街道联合徐汇区司法局等共同推

出“热线+短视频+直播间”的战“疫”

三大“法”宝：通过直播，律师就疫情

期间企业关注的问题在线直播互

动，解决徐家汇楼宇企业共性、急迫

的需求和困难；开通企业战“疫”法

律服务专线，让企业享受7?24小时

的律师电话咨询服务；开启抖音账

户“徐家汇营商服务”，针对疫情背

景下企业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陆

续推出30余条专业法律解读视频。

漕河泾开发区是全国首批国家

级开发区之一，虹梅街道地处漕开

发核心区域，这里活跃着5000多家

科技企业及近30万名员工，“漕开

发”每年发生的法律纠纷约6000余

件。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如何使企业、员工从“事后维权”到

“事先预防”，虹梅街道与“漕开发”

先后成立漕河泾开发区联合调解中

心、法治共建委员会，提供“零偏差”

的“精诊把脉”，法律服务通过机制

建设和维护，形成社区法律服务的

闭环。虹梅街道以需求定主题，开

展精准普法，把“午间法律门诊”与

“企业法务沙龙”送进楼宇。“午间法

律门诊”以律师、法官、公证员等组

成法律“义诊小分队”，为员工解决

实际难题，同时宣传推介各类纠纷

化解途径和工具；“企业法务沙龙”

围绕企业法务群体关注的热点和重

点问题，邀请专家举办主题研讨会、

沙龙等。触手可及的法律服务打造

了高水平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织好基层软法治理
“兜底网”

去年8月，徐汇区发布《上海市

徐汇区社区软法治理指引（第一

版）》，“指引”挖掘了社区治理的“软

要素”，汇总6大社区共性的“急难愁

盼”问题成册，引导居民依法自治、

自我管理，推进社区“软法治理”。

民间规范、道德公认的价值准则

等，激活这些“软要素”就能提升社区

治理的实效。长桥街道是人口导入

型社区，55个小区中60%是老旧小

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一些保安、

车库管理员等常年住在小区车库里，

而老旧的车库硬件设施先天不足，存

在安全隐患。日前，街道对50个存在

住人的车库整顿，目前已全部清理完

毕，车库也作了智能化改造。如今的

小区环境干净整洁，居民电瓶车在家

充电、飞线充电的场景已不复存在，

非机动车库环境也明显提升，居民刷

脸进入，一个个停车位序号醒目、间

隔分明。居民的感受是：智能化充电

更安全、实惠了。

走在长桥社区，“法雨春风”拂

吹，百姓安居乐业，法治已然成为

“清和长桥”的治理之道。华滨、华

沁家园曾经是长桥居民的“扎心”小

区，如今已成为大家“舒心”的家

园。转变来自对小区群租房的整

治。华滨、华沁家园安置房集中，交

通便利，由此成为群租重灾区。街

道成立了群租整治智囊团，街道和

律师利用各种机会加强群租相关的

法制宣传，指导居民把“群租”相关

条款写进居民公约，形成“软法治

理”。目前群租现象已大为改观。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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