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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车祸四方被告
责任划分引发纠纷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一 
　　
  7月26日，记者从黄岛区（西海
岸新区）人民法院获悉，区法院近期
审结了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由
于肇事车辆“身份”复杂，这起车祸
牵出了肇事者、实际车主、登记车
主、保险公司四名被告。区法院在
审理中经层层梳理分析，最终理清
了关系人的赔偿责任。

连人带车被撞
肇事者弃车逃逸

　　2019年2月某日，高某驾驶半挂
车辆行驶到某路口右转时，与邱某
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致两车损
坏，邱某受伤。事故发生后，高某弃
车逃逸。经过的路人见状立即报警
并拨打120将其送至医院救治，经医
院诊断，邱某骨盆多发粉碎性骨折，
共花费医疗费用十万余元，鉴定为
九级伤残。经交警部门勘查认定，
高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肇事车辆“身份”复杂
赔偿责任划分引纠纷

　　经调查，肇事车辆为挂靠车，该
辆挂号车的实际车主为高某，涉案
甲牌挂号车的登记车主为运输公司
A，乙牌挂号车的登记车主为运输公
司B。当邱某得知该车为挂靠车后，
认为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
司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
任，超出保险范围部分由被告高某、
运输公司A、运输公司B承担。然而
几方各执一词，相互推脱。于是，邱
某将上述各方均告上法庭。
　　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实际车主
高某按10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运输公司A、运输公司B与高某是挂
靠关系，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
于甲牌挂号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
强险，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某保
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分项责任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限额或保
险不予赔偿部分，由高某、运输公司
A、运输公司B连带赔偿。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原告邱某
10万余元。高某赔偿原告邱某20万
余元，运输公司A、运输公司B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挂靠，实质是具有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的被挂靠人向不具备道路
运输经营资格的挂靠人转让、出租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行为。该行
为实际规避了国家有关行业准入制
度，在法律上应给予否定性评价。
实际车主对挂靠车辆享有支配权，
并从机动车的运行中享有收益，因
此应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
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
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法院作
出上述判决。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7月26日，记者从青岛
西海岸新区司法局获悉，为推进民法
典宣传工作，西海岸新区工委（黄岛
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将2020年7月确
定为“民法典宣传月”，组建百人普法
讲师团，送民法典进机关、进学校、进
村居、进企业，推动民法典切实走近
群众身边，形成学习民法典、遵守民
法典、运用民法典、崇尚民法典的良
好氛围。
　　据介绍，《通知》从认识颁布实施
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民法典

的学习宣传、以推动民法典实施为载
体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加强民法典司
法活动、加强民法典实施工作的组织
领导5个方面对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
进行安排部署。
　　根据《通知》，2020年7月被确定
为新区“民法典宣传月”，组织成立

“百名律师，百场民法典报告会”普法
讲师团，立足“学懂用”，将民法典学
习宣传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机融合，与“法律十进”活动有机结
合，深入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进机
关、进学校、进村居、进企业、进万家
等系列活动，讲准讲透讲活民法典精
神，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
众心里。同时，结合民法典新规定、

新精神、新要求，深入推动政府法治
建设和执法司法活动，切实维护好人
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民事权益，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只有让《民法典》入耳入脑入
心，民法典才能发挥作用，守护新区
美好生活。”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根据《通知》要求，结
合社会治理现实需求，围绕市民法
治意识的提升和党政干部法治理念
的树立，开展民法典精准化精细化
宣传教育，让民法典能“触手可及”，
切实发挥民法典在推进新区治理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中 的 重 要
作用。

西海岸组建百人普法讲师团，开展民法典精准化精细化宣传教育

让民法典入耳入脑入心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一  

    
  “我的电话是公开的，方便大家
遇到法律问题时第一时间就能找到
我。”说这话的人是黄岛区（西海岸新
区）人民法院海青法庭负责人李宁。
海青法庭位于素有“中国名茶之乡”
之称的海青镇，当地茶产业发展迅
速，是带动农民增收的主要产业。今
年以来，为降低疫情对茶农的影响，
海青法庭主动服务，开展法治宣传，
指导合同履行，让茶经济继续在法治
沃土中茁壮成长。
　　今年四五月份，海青春茶大量上
市，茶叶生产、销售节奏不同于往年。

“我们通过走访茶厂发现，有些茶农
受价格浮动影响将茶叶外卖，导致茶
厂原材料减少，无法履行订单，但双
方没有合同约束，极易产生法律纠
纷。”李宁介绍，他们就曾调解了一起
茶农私自外卖茶叶，茶厂拒和茶农结
算供货款而引发的纠纷，“为避免类
似纠纷发生，我们着手引导茶厂和茶
农根据市场价格签订茶叶收购合同，
确保茶叶原料供求平衡，稳定茶叶市
场。”李宁告诉记者，针对茶叶交易中
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法庭会进行相
关法律宣传，引导茶农们防范法律风
险，提升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司法不仅仅是定分止争，更重
要的是让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更加安

定发展的环境。”打开李宁的记事本，
上面详细记录着辖区种植茶叶的村
庄和农户信息。“一直以来，我们法庭
都坚持推行与茶农、茶企的法官联系
点制度，定期走访茶农和茶园，及时
帮他们解决问题。”李宁说，扶持茶
农、茶企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保
障，助力茶产业特色品牌发展壮大是
海青法庭的职责所在。
　　为更好地服务当地居民需求，海
青法庭还设立了特色调解室，并与信
访部门、社会综合治理部门、社区网
格员建立常态化联络，及时掌握社情
民意，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为茶
农、茶企致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
后盾。

法治沃土上茶飘香
区法院海青法庭主动服务茶农茶企，助力茶产业发展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韩雪梅 报道
　　本报讯 部门联动是当前政府
提高行政管理效能的有效手段。7月
26日，记者从区司法局获悉，为促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动法治政
府建设，西海岸出台了《关于建立完
善行政非诉执行工作联动机制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四项机制构
建行政非诉执行工作联动格局。
　　《意见》明确，通过建立联席会议
和双向反馈及信息共享机制，畅通部
门间沟通渠道。工委（区委）全面依

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区法院、区检
察院、区司法局等相关部门，通过常
态化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行政非诉执
行案件在裁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对重大问题和典型案件进
行深入研讨、重点攻关，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司
法局、各行政执法机关加强行政非诉
执行信息共享，实现案件信息互联
互通。
　　对行政执法领域的重大问题、重
要案件，《意见》要求，各部门要通过
联动解决机制，及时将拒不履行行政

决定、行政非诉执行裁定的被执行人
纳入失信名单，推送到区公共信用平
台，实施联合惩戒，必要时予以新闻
媒体曝光，督促其自觉履行行政决定
和法院裁定确定的义务。
　　为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公正文明，
区法院、区检察院和区司法局将通过
监督机制，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依法
行政工作的监督，推动解决行政执法
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不规范、怠于法
定期内申请强制执行、行政非诉执行
机制衔接不顺畅、制度功能发挥不充
分等问题。

西海岸出台意见，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公正文明

“四机制”加强行政非诉执行联动

以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