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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刘阳阳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撸
猫”已成为一种新潮流。但是，喜欢

“撸猫”的市民张某却遇到一件烦心
事。2021年夏天，张某购买的两只
宠物猫先后患猫瘟死亡，认为卖家
王某所卖的宠物猫有问题，要求王
某返还购买费用以及为宠物猫治病
所产生的损失，卖家王某拒绝张某
的要求，故张某将卖家王某诉至法
院。日前，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因宠物消费引起
的纠纷案件。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18日，张某从王某处
购买了两只宠物猫。张某当天就发
现其中一只猫（后称“豆豆”）有病症，
并在其后几天逐渐加剧。7月23日，
动物医院确认“豆豆”患猫瘟。在此
期间，张某多次联系王某，王某均称
两只猫没有大碍，并拒绝出具检疫健
康证明以及疫苗信息。7月26日，“豆
豆”治疗无效死亡，张某支出治疗费
用共计1592元。7月27日晚，另一只
猫（后称“奇奇”）出现猫瘟发病的典
型症状。8月1日，“奇奇”治疗无效死
亡，张某支出治疗费用共计2834元。
　　原告张某请求返还购买宠物猫
的费用并赔偿因治疗所产生的经济
损失。被告王某辩称，宠物猫生病
是原告张某照顾不当，且宠物系活
体，售出概不负责（店内也有明显标
牌），所以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张某的
诉讼请求。

法院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
利的，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本案
中，“宠物系活体，售出概不负责（店
内也有明显标牌）”的单方约定条款
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王某返还
原告张某购买宠物猫的费用并赔偿
因治疗所产生的经济损失。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六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
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
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
求。该案中，被告王某对于其售出的
标的物负有担保责任。王某未能提供
有效证据证明涉案猫咪未携带病毒，
两只猫咪因确诊猫瘟最终医治无效并
于购买后一周至十三天相继死亡，所
以，被告王某提供的宠物猫存在质量
瑕疵，作为卖家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应返还原告张某购买宠物猫的费用并
赔偿因宠物猫治疗所产生的经济
损失。
　　同时，法官温馨提示：消费者在购
买宠物时，一定要审核出卖人相关资
质，应要求对方提供宠物健康证明等
相关材料，同时注意保存宠物相关医
疗证据，关键时刻，拿起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萌猫”到手变“病猫”
“概不负责”被判无效

新区聚焦镇街法治建设，实施“强基”“赋能”“铸魂”提质行动

打通法治新区建设“神经末梢”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1月13日，记者从西海
岸新区司法局获悉，2022年以来，西
海岸新区积极推进镇街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公开工作，目前已实现镇
街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开全覆盖。
　　自2022年以来，新区大力促进和
规范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构建涵盖行
政决策前中后全链条公众参与的新
格局，推动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
化。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决
策公众参与办法》，各相关单位建立
完善了公众参与平台，拓展公众参
与渠道，增强公众参与效果，保障、
鼓励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据
悉，新区23个镇街严格执行重大行
政决策事项公开制度，将本区域的
重大行政决策在西海岸新区政务网
专栏进行全面公开，并建立决策动
态调整和监督机制，实行重大行政
决策动态化管理，及时根据镇街年
度重点工作任务进行调整。

>>数字赋能<<
助推服务平台蝶变

　　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法
治建设工作带来全新机遇。西海岸新
区聚焦法律服务、行政执法、普法宣传
等领域，推动数字技术与法治工作深
度融合，助力相关服务平台转型“蝶
变”。区司法局打造的三位一体“法律
服务超市”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平
台，线上开设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司
法鉴定等11项业务功能，为法治为民、
惠民、利民提供了新模式、新路径。区
市场监管局打造的智慧监管“三大平
台”，用信息化、智慧化赋能监管创新，
积极打造风险预警平台“汇总成单”、
双随机监管平台“统筹派单”、信用公
示平台“录单公示”的“三大平台”，形
成完整的闭环治理格局，探索推进基
层监管“智变融合”。

>>机制创新<<
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体制机制创新是驱动工作效率持
续提升的重要动力。近年来，西海岸
新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
制高水平创新，在法治建设领域取得
了突出成效。区法院率先探索“事务
集约 繁简分流”执行工作机制创新，
推动工作质效不断提升，向“切实解决
执行难”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区法
院新收执行案件15347件、同比增长
9.73% ，结案16072件、同比增长27.45% ，
结案率达到91.39%。区农业农村局创
新性开辟“健全一支队伍，实现三个转
变，推行三项制度，落实五个一批”的

“一三三五”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新区模
式，2022年作为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唯
一改革创新案例，获评“中国法治政府
奖”提名奖。

>>多维联动<<
构建协同作战模式

　　单兵作战模式难以支撑工作取得
全局性胜利。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推动
相关主体的多维联动、同向发力，形成
推进法治建设协同作战的强大能量。
区检察院培育和打造司法全链条家庭
教育指导模式，通过签署一份文件、共
享一支队伍、共建一方基地、创新一项
机制，主动凝聚各政法机关、行政机关
力量，建立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学校
保护、社会保护、政府保护相互融通的
格局。区纪委监委机关建立大功能区
协同监督工作机制，通过建立联席会
议、问题线索移送、联合监督检查、问题
处置协作配合、议案促改、廉洁文化共
享、业务人才交流学习等七项机制，推
动新区监督力量同向联动、协同贯通，
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新区2022年法治建设“创新实践”项目评选结果出炉，21个项目脱颖而出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蔡林轩
　　
　　2022年12月30日，西海岸新区工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2022年法治建设“创新实践”项
目评选结果的通报》，21个具有鲜明辨识度和较高影响力的法治建设“创新实践”项目脱颖而出，展现了西海岸
新区在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探索纪检监察组织协同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法治护航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创新经验做法。
　　2022年，西海岸新区为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创新水平，从需求侧出发、于供给侧发力，主动作为、锐意进取，
聚焦破解新时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全面启动法治建设“创新实践”项目培育工程，以全链条项
目培育机制解码法治建设“创新基因”。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于兴秀
　　
　　为更好适应全面依法治区工作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提高镇街依法决策、依法治理、依法行政水
平，2022年，西海岸新区聚焦镇街法治建设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实施“强基”“赋能”“铸魂”提质行
动，全力打通法治新区建设“神经末梢”，助力镇街法治建设实现新突破、再上新台阶、跑出“加速度”。

实施“铸魂”行动 建强特色文化阵地
  为构建镇街特色普法新格局，新
区于2022年6月开展法治镇街建设专题
培训。对新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进
行了深入系统学习，有效提升全面依
法治区工作质效，提高领导干部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为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新区强化镇街特色文化阵地

建设，创新推出法治大篷车、普法直播
间等亲民便民普法新模式，推动宪法、
民法典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
法规“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悉，目前
新区建成法治文化镇街400余处，426名

“法治带头人”、1289名“法律明白人”
成为普法新使者，村居居民守法学法
用法蔚然成风。

实施“强基”行动 全面优化顶层设计
  为夯实基层法治建设，优化法治
镇街建设顶层设计，新区制定出台了

《关于深入推进镇街法治建设的实施
意见》，明确出31项法治镇街建设重点
目标任务，绘制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
性审查、政府合同审查、行政执法监督
等4个单项“施工图”，推动镇街法治建

设工作量化、细化、实化。
　　根据《青岛市镇（街）法治建设指
标体系（试行）》，全区23个镇街结合工
作实际，对《体系》所明确的80项三级
指标逐一进行了责任分解，形成了独
具镇街特色的责任分工方案，凝聚起
了法治镇街建设强大合力。

实施“赋能”行动 行政决策公开透明
  合法性审查是全面提升镇街依法
行政水平的重要抓手。新区将镇街重
大行政决策重大项目全部纳入合法性
审查轨道，采取“法律顾问+司法所”双
重审查模式，为镇街重大行政决策重
大项目装上“双层保险”。
　　据悉，2022年全区各镇街累计开

展规范性文件、合同等合法性审 查
2224件次，同比增长42%。创新推出镇
街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全流程公开制
度，在西海岸新区政务网开设公开专
栏，指导各镇街全链条公开本区域重
大行政决策，2022年全区各镇街共公
开重大行政决策23件次。

镇街重大行政决策
事项公开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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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培育法治建设“创新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