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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八旬老人高温夜迷路
民警买水护平安归家

■ 郭晓波在施工现场不忘向工人
开展反诈宣传

误
乘
顺
风
车
两
百
公
里
陷
困
境

先锋
法治
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解心结

事�故收征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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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5901996168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1211

号宝华大厦1302室（轨交7号

线、13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

来即到）

闵行最大旧改小区，社区民警以真诚打动居民

年老体弱可以多分房屋动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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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伯居住的房屋被征收
了。因协商分配征收补偿款不成，
儿子王某一纸诉状把王老伯告上
法院，但法院判决结果和王某的期
望值大相径庭。
王老伯夫妇育有一子（王某）一

女（王女士）。1979年王老伯在其上
海单位分得一套公房（以下简称“系
争房屋”），房屋承租人为王老伯，房
屋受配人为其一家四口。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王某和王女士先后成家。
1983年王某和黄女士结婚，次年生
下一子小王。1985年王某在其单位
分得一套福利公房，房屋受配人为
其一家三口，分房时三人户口从系
争房屋迁出，1987年三人户口从其
福利房屋迁回系争房屋。
王老伯夫妇于1989年同意把

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王某。

1984年王女士婚后户口从系争房
屋迁入夫家。1990年王老伯的老
伴意外身亡，之后王老伯独居系争
房屋，直至房屋被征收。老伴亡故
后，因家庭经济纠纷，王某和王老
伯产生矛盾，王某夫妇对王老伯不
管不问，王老伯一向疼爱的孙子小
王也和王老伯断绝了往来，王老伯
的生活平时主要依赖女儿王女士
帮助解决。提起王某，王老伯非常
伤心。

2023年9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10月9日，王某作
为系争房屋承租人和征收单位签
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
各类征收补偿款共计620万余元。
王老伯通过他人找到王某沟通动
迁款分割事宜，王某认为，他本人
是系争房屋承租人，他一家三口的

户口登记在系争房屋，动迁款应由
户口在册的四人均分。王某最终
只愿给王老伯180万元，再也不肯
让步。
王老伯找到我们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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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伯和
王某二人之间分配，且王老伯应当
多分征收补偿款。首先，黄女士和
小王不能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
人。他们曾享受过福利分房，根据
政策和法规应排除系争房屋同住
人，二人无权参与征收补偿利益分
配。王某虽享受过福利分房，但因
是承租人，根据政策规定，其并不
受之前福利分房的影响，有权参与
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
其次，王老伯应多分征收补偿款。
关于公屋拆迁补偿款在承租人、同

住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上海高
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文规
定：“承租人、同住人之间，一般遵
循一人一份，均等分割的原则取得
拆迁补偿款。但有下列情况除外：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酌情多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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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本案，王老伯
是系争房屋原始受配人，且年老体
弱，需要依赖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
解决住房居住问题，而王某虽为房
屋承租人，但本市他处有房屋居
住，故王老伯有法定理由应当多分
征收补偿款。
后王老伯委托我们代理应诉

维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

我们之前的分析预测，法庭采纳了
我们的代理意见，最终法院判决王
老伯分得420万元，王某只分得200
万余元，这是一个王某事前根本没
有想到的判决结果。

邻居民警不放弃，紧急施救助脱险

龙吴路5530弄吴泾新村小区，
是闵行区面积最大最集中、涉及户
数最多的旧改小区。面对纷繁复杂
的诉求、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这场关
乎2115户旧改居民利益的“硬仗”
中，曾荣获闵行公安分局“十佳社区
民警”称号的共产党员、吴泾派出所
民警郭晓波，成为社会治理最前线
的一面旗帜。7月1日，郭晓波荣获
上海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解开“钉子户”心结

旧改小区的动员工作是最先摆
在郭晓波面前的难题。从“不愿搬”
到“全部签”，他和居委工作人员一
起用了3个月。
彼时，郭晓波与同事及居委工

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上门谈心、释
法说理、解读方案。其中，居民章老
伯（化名）给郭晓波留下深刻印象。

20多年来，章老伯一直借住在
哥哥的房子里，虽说旧改能改善居

住生活，但他忧心忡忡，迟迟不肯签
字搬离。郭晓波上门走访，原来老
人怕旧改后房屋升值，哥哥会收走
房屋，这次搬走后自己可能“无家可
归”，于是，毅然决然做起了“钉子
户”。了解情况后，章老伯的哥哥被
多次邀请前来协商，在“三所联动”
的推动下初步达成旧改后的居住协
议。同时，考虑到章老伯是孤老，民
警还联系街镇找了一间廉租房，解
决重建期间老人的起居问题。
“从门也不开，到能递上一杯热

茶。”郭晓波回忆旧改签约阶段，真
可谓是“破冰之旅”，化解家庭积怨，
解决实际困难，有时仅是倾听抱怨、
舒缓情绪，也能让居民感受到诚意。

加“投诉大户”微信

随着工程推进，新的矛盾层出
不穷。由于部分楼栋无需改造，居
民也不用迁出，因此施工带来的扬
尘和噪声成为姜女士（化名）一家的

噩梦。矛盾在一天清晨爆发，姜女
士情绪激动，拦在工程器械前：“施
工一天，我投诉电话就打一天！”
“我们加个微信，有问题直接找

我。”当天郭晓波赶到现场后，一边
安抚姜女士，一边掏出手机建立了
社区民警、施工方、居委和居民的
“四方群聊”，随时沟通施工情况。

经协商，施工方与居民达成共
识。一方面推迟周末、节假日等时
段开工时间，并确保入夜后暂停施
工；另一方面，对于噪声影响特别突
出时段，吴泾新村居委还为部分住
户提供临时安置点。事后，姜女士
向民警送上了一封千字感谢信。

停车难，同样是居民心头的“堵
点”。施工区域挤占了本就稀缺的
车位，加上大量外部车辆涌入小区
“蹭停”，上班通勤的居民怨声载道。
小区内长期停放着不少“僵尸车”，
得知情况后，郭晓波立即会同交管、
居委、物业、城管等部门进行集中清

理，并由居委牵头召开业主大会，广
泛听取意见，硬是在有限空间里
“挤”出了70个临时停车位。

工作室开进小区

回迁期间，居民陆续返回新家，
常有一些状况发生，郭晓波为此每
日驻点现场办公。今年以来，他们
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7起，化解率达
100%。
为贴近服务群众，吴泾派出所

在小区设立了“平安工作室”，这里
也成了郭晓波和同事们的“前沿阵
地”，将派出所、司法所等业务前置进
入居委会，跨前一步开展案件受理、纠
纷调解、法律援助、户籍咨询等业务。
如今，吴泾新村的旧改工程已

进入第三批448户居民回迁阶段。
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而郭晓波和
同事们的故事，已成为这片焕新土
地上最生动的注脚。
本报记者 鲁哲 通讯员 陆毅豪

本报讯（记者 解
敏）近日，一外省少年因
乘车时沟通失误，误从
江苏扬中抵达上海崇
明，身无分文且手机欠
费停机，陷入困境。崇
明警方迅速帮其联系家
人、安排住处，最终安全
护送其踏上归途。
事发当晚，17岁的

小刘在扬中市与朋友聚
餐后，准备搭顺风车返
回住处。在与司机沟通
时误报目的地，导致车
辆一路驶向200多公里
外的上海崇明堡镇。待
小刘醒来，已身处陌生
环境，而司机因另有行
程，收取车费后便离开
了。无助之下，小刘走
进堡镇派出所求助。
民警通过微信联系

小刘母亲，并为小刘规划乘车路线，
当晚小刘被安顿在派出所宿舍内。
第二天，民警将小刘送至汽车站，帮
他购买长途车票，助其顺利返回。

本报讯（通讯员 郭志怡 记
者 鲁哲）“如果不是邻居的帮助和
民警的坚持，我父亲真的会有生命
危险。”近日，市民陆先生致电闵行
公安分局碧江路派出所表达谢意，
提及几天前的紧急救助，他仍感到
后怕。

7月2日21时许，上海的天气
依然炎热。闵行公安分局碧江路
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求助，79岁的
邻居、独居老人陆老伯因高温身体
严重不适，却拒绝就医。邻居和居
委干部如何劝说都不听。

民警沈恺毅迅速赶到，发现老
人脸色煞白，状态十分虚弱，全身
出汗。沈恺毅立即拨打120。急救
人员检查发现老人高烧、心率过快
且呕吐，情况紧急，需送医。但老
人态度坚决不去医院，认为“躺床
上睡一觉就好了”。因无权强制施
救，急救人员只得先行离开。

见此情况，沈恺毅并未放弃，
果断联系远在徐汇区的老人儿子
陆先生，请他火速赶来一同劝说。
等待间隙，邻居用电风扇为老人吹
风降温，居委干部小心地喂老人喝
水，并持续耐心劝说。
陆先生赶到后，经过一番劝说，

老人才同意去医院。为争取宝贵的

救治时间，沈恺毅驾驶警车在前开
道，引导陆先生车辆快速抵达市五
医院，并将老人送进急诊室，确认其
得到妥善安置后才离开。

据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已出现
急性肾功能不全、横纹肌溶解、电解
质紊乱等症状，是热射病的症状。
若未及时送医，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 通讯
员 宋一江）夏夜闷热，一八旬老人
茫然立于喧嚣街角。他乡陌生路，
何处是归途？一通报警电话牵动
警心，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温情接力
在静安区街头悄然展开。

7月13日20时许，上海市公安
局静安分局大宁路派出所接热心
市民殷女士报警，称在广中路延长
路某校区足球场门口，一白发老人
疑似迷路。接报后，属地派出所巡

逻民警迅速到场处置。经了解，老
人姓高，今年83岁，近日刚从外地
来沪投奔在沪务工的女儿。当晚
独自出门散步，因不熟悉环境迷失
方向，且未携带手机及身份证。见

老人体力明显不支，民警立即将老
人搀扶至阴凉处，递上购买的矿泉
水解暑，同时安抚其情绪。
面对老人记忆模糊、乡音较重

等困难，民警通过系统关键词筛查

与循循善诱的引导，逐步厘清其姓
名、原籍等关键信息。经警务后台
快速比对核查，终于成功关联到老
人女儿的联系方式。电话接通那
刻，电话那端传来同样急切的声
音——家属正为老人深夜未归心
急如焚。身份确认无误后，考虑到
天气炎热且老人体力透支，民警驾
驶警车将高老伯安全护送至家
中。见到父亲被民警悉心送回，老
人女儿连声致谢。

独居老人突发热射病拒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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