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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楼上漏水
堵了人家下水道
结果自己成被告，赔偿1000多元
读案例学名词“相邻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员
鲁维佳 崔浩）楼下邻居见楼上漏水问题
一直不解决，一气之下把楼上的下水道堵
上了。昨天记者获悉，惠济区法院执结该
起纠纷，楼下邻居赔偿楼上1000多元。

案情 下水管道被堵住
楼上告了楼下邻居

黄某与常某是楼上楼下邻居。2018
年起，双方开始因黄某家的下水道漏水产
生矛盾。多次同黄某沟通无果后，常某将
黄某的下水道堵上。黄某认为楼下邻居
常某是在给自己“添堵”，将常某起诉到法
院，要求判令其排除妨碍、疏通恢复下水
道并赔偿损失。在案件审理期间，常某将
下水道疏通。

判决 妨害楼上邻居权利
楼下住户应担责

惠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民事主体的
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常某在与楼上
邻居黄某产生纠纷后，应采取合法方式主
张权利，其堵塞黄某下水道的行为妨害了
黄某对房屋的正常使用，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黄某的下水道现已疏通，故其要
求排除妨碍、疏通恢复厨房下水道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判令常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
楼上邻居黄某损失1000元。

判决生效后，常某并未履行，黄某向惠
济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官多次上
门劝说，常某履行了1000余元执行款。

相关链接 相邻权
相邻权指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具体
来说，在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者
使用人之间，任何一方为了合理行使其所
有权或使用权，享有要求其他相邻方提供
便利或是接受一定限制的权利。相邻权
实质上是对所有权的限制和延伸。

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
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本报将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提供毛线、编织针等物料，报名并登记
后即可免费领取。

为最大限度发挥大家的针织才华，
活动还将设立“针织技能比拼大赛”，
评出“最具创意织女”“最快手速织女”
“最心灵手巧织女”“最暖织男”等奖励，
还有定制证书送上。

当然，不会编织的朋友也不用担
心，活动期间，本报将邀请专业的编织
达人现场教学，让大家在快乐做公益的
同时也多学一门手艺。

今年，在将大家织好的毛衣、帽子、
围巾、手套等整理打包后，我们会将收
集到的物资排列组成“郑州”字样，在全
国正能量地图上，点亮属于郑州儿女的
“爱心坐标”。

“每一年的‘针心针意’活动都会让
我们感动满满。真正打动我们的，不是
毛衣的温暖，而是毛线背后的温度。”阿
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说，看到积

极参与活动的既有“爱心妈妈团”这样
的主力，还有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不
到 10岁的小朋友，甚至“暖男”们也拿
起了编织针。他们虽然技巧并不熟练，
动作甚至有些笨拙，但一针一线都注入
了对边远贫困孩子满满的爱和祝福。

目前，活动报名热线已开通，读者
及网友可拨打本报活动热线 96678报
名参与。现场登记、领取毛线及捐赠物
资收货地点稍后将公布，请关注本报后
续报道。

这个冬天，一起来做一件快乐又有
意义的事情吧！动动手，为孩子们的冬
天加一度！

动动手，为孩子们的冬天加加温
“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动启动，请拨打本报热线96678报名

扫描天天正能量二维码
关注活动最新进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 刘地）抵御寒冷，我们
能为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做点什么？即日起，本报联
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全
国 20 家媒体，发起 2020
“针心针意”大型暖冬公益行
动，一起为孩子编织厚实的
手套、保暖的围巾、舒适的帽
子，寒冬里给他们送上温暖。

孩子们穿戴着爱心帽子围巾手套（资料图片）

小小编织针串起毛线
更串起热心与爱

自 2016年开始，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连续 4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针心针意”暖冬公益行动，吸引超
过 15000名爱心志愿者参与，为河
南、黑龙江、新疆、宁夏、青海、内蒙
古、陕西等 20多个地区的 25000多
名贫困孩子编织温暖、送出祝福。

本报作为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的公益合作伙伴，已连续 4 年
在河南地区发起“针心针意”活
动。去年，发动本报爱心读者及
网友，为郑州新密 265 名小学生
送去温暖包，还有手工课、美术
课、音乐课、科技课等特色课程和
趣味互动。

爱心市民和志愿者手中的小小
编织针，不仅串起细细的毛线编织
成御寒物资，更串联起数不清的爱
心，帮助孩子们驱赶冬日寒冷，拥有
别样温暖。

在全国正能量地图上，点亮独家“爱心坐标”

挽起袖子，伸出胳膊，看着血液缓缓
地流入采血管，进入血液分离机，杨予军
放松地躺下来，等待捐献的血小板从他身
体里分离出去。

22年来，杨予军已经数百次经历这
样的场景，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妻子和
儿子。截至目前，按照捐献全血和机采血
小板献血时间间隔要求，杨予军全家共献
血660次，捐献全血11400毫升，捐献血小
板 1215个治疗量，相当于几十个成年人
全身的血量。

生活在河南郑州的这一家人，用行动
有力地响应了无偿献血的号召，用坚持让
一件小事变得光辉。

对于杨予军来说，开始献血，就是因
为无偿献血制度的出台。1998年 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我国
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当时 36岁的
杨予军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决定开始去
献血。

杨予军说：“无偿献血制度意味着血
液只能靠人来捐献，你不献血，我不献血，
万一到了要用血的时候，血从哪里来？”自
那以后的近10年里，每隔半年，杨予军都
要献一次全血，每次都是400ml。

2007年，杨予军了解到成分血比全
血更紧缺后，决定开始改献血小板。最初
每28天一次，随着相关规定的修改，两周

一次雷打不动的献血小板成了他生活的
一部分。

22 年来的坚持，少不了家人的陪
伴。杨予军的妻子杨建霞一直陪着他献
血，儿子杨辰 10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无
偿献血的现场。2006年，满 18岁的杨辰
也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现在，他也
坚持献血14年了。

厚厚的、许多已经泛黄的献血证，以
及无偿献血奉献奖证书记录着这个家庭
的回忆。自 1998年至今，杨予军共献血
283次，杨建霞共献血239次，儿子杨辰共
献血138次。“献血是个简单的事，22年来
我们一直重复着这种简单。”杨予军说。

献血献的多了，熟悉了关于无偿献
血制度的规定，2011年河南省红十字会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成立的时候，下岗
后的杨予军开始投入志愿服务工作。
在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接待大厅，
记者看到，一有人进来，杨予军很快就
会热情地迎上去耐心细致地解答各种
疑问。9年时间，杨予军累计服务 1万
多个小时。

“我们服务队的人都很佩服他能坚持
无偿献血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向他学习。”
志愿者王艳霞说，“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
做一辈子。”

杨予军说：“坚持就是有意义的事。”

一家人的坚持：献血22年、660次！
□新华社记者 刘高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