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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依法依法 说 事

畸形“饭圈”，害人害己。
魏某是A明星的粉丝，何

某等三人是B明星的粉丝。何
某等三人曾在微博发布关于A
明星的负面内容，魏某看到后
将三人举报。

何某等三人被举报后极为
不满，开始在微博账号上持续
发布诸如“嫌疑犯魏某”等内
容，还在微博主页、评论区公布
魏某私人照片和微博主页链
接。上述内容发布后，阅读量
从几百到上万不等，转发数、点
赞数、评论数若干。

魏某认为何某等三人侵犯
其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法院认为，粉丝群体在网
上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
击等行为，损害了他人合法权
益，破坏了清朗网络环境。该
案中，法院依照民法典人格权
编的相关规定，判决何某等三
人在各自微博账号向魏某赔
礼道歉及澄清事实并置顶一
周，同时向魏某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

“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名誉
权侵害，往往面临网络用户身
份不明和侵权行为认定困难等
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
是法外之地。”沈健州表示，本
案的判决为网络用户身份确
定、侵权行为界定等问题提供
了清晰明确的审理思路，有利
于进一步引导网络用户理性发
言，促进依法治理“饭圈”乱象，
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人
民法院通过审理一个个具体案

件，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普遍关
切的热点问题，进一步推动民
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

以民为本，循法而治。实
施民法典是一项长期工程，需
要各方共同发力。快来打开这
本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
书”，一起学习如何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民法
典的规定与精神融入日常生
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
行为规范。

案例：11周岁的王某
系某学校在校生。2022
年 4月，王某在上体育课
时，因参加跳高项目不慎
受伤。事故发生后，王某
家长认为学校疏于管理，
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孩
子受伤，遂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学校及其投保保
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学校认为，校方日常
已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师
生安全教育。事发当天，
体育老师在对学生强调
过安全注意事项后，安排
学生分组训练。事故发
生系王某擅自改变分组
安排参加跳高项目所致，
归责于学校明显不合理，
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辩称，王某
主张部分赔偿项目没有
依据，且超出保险范围，
拒绝全额赔付。

法院审理查明，当天
体育课上，王某未按体育
老师分组训练安排，在未
接受跳高训练和学习的
情况下，擅自到跳高组练
习时受伤。事发时，各组
学生均在同一操场上训
练，体育老师正在指导其
他组的学生进行训练。
王某受伤后，体育老师联
系家长将其送医救治。
经诊断，王某左前臂骨
折，后住院治疗。

法院认为，我国民法
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
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
该规定，学校承担的责任
应为过错责任。王某在
事故发生时 11 周岁，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
当对跳高项目的风险具
有一定的认知和防范能
力。学校提交证据证明
其已通过日常安全提醒
教育、体育活动分组等方
式，履行了相应的教育、
管理职责。如果仅因为
分组训练时，体育老师不
在跳高项目现场即认定
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存在
过错，将过分加重学校的
教育、管理责任，不利于
维护学校正常教学和管
理秩序，甚至会导致学校
采取减少学生体育运动
等消极预防手段，不利于
学生成长。王某参加跳
高项目受伤系意外事件，
学校对此不存在过错，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故对要
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
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王某作为被保险人，
其在保险期内遭受意外
伤害，保险公司应当依约
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
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赔付王某医疗费等损失
1.5 万元，驳回了王某的
其他诉讼请求。

加装电梯邻居不同意、收到同事暧昧短信、粉丝互撕谩骂……这些咋维权？

聚焦民生小事 看民法典如何保护你我权益

学生上体育课受伤
学校是否该赔偿？

近年来，因校园安全
事故引发的纠纷时有发
生。此类案件中，学校对
于学生受到的损害是否
承担赔偿责任，应从学
生的行为能力、监护人
是否尽到监护职责、学
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等角度综合考量。
事故责任的认定，需同
时兼顾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法院在办理
此类案件时，应避免“和
稀泥”式处理方式，在审
慎 查 明 案 件 事 实 基 础

上，根据民法典等有关
法律规定作出裁判。对
于在符合教学规范的体
育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
害，不宜过分苛责校方，
否则将导致学校“过度
反应”，不利于正常教育
教学活动开展，影响学
生健康成长。同时，为
分 散 此 类 意 外 伤 害 风
险，建议学校、学生家长
等及时购买学校责任险、
学生意外险，以弥补事故
发生时自身遭受的损失。
本报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孙多娇

说法：学校尽到安全责任可不担责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小区业主纠纷、职场性骚扰、“饭圈”文化治理……今年是民法典颁布五周年，最高人民法院近

日发布的相关系列典型案例中，有不少聚焦民生关键“小事”，保护你我合法权益，推动民法典更好
“典”亮千家万户。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关
乎居民出行便利、居住品质提
升的重要民生工程，同时也容
易引发邻里争议。

江苏无锡某小区某单元徐
某等全体业主一致签字同意本
单元增设电梯，并于小区主要
出入口及单元楼道张贴意见征
集单、公示、承诺及图纸等相关
材料，公示期间没有人提出异
议。随后，这个增设电梯的项
目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
并正式开工。

然而，住在该单元北楼的
业主范某却不干了。范某认

为，该电梯安装位置影响自家
采光，就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
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停
工。徐某等业主把范某告上法
庭，请求判令范某停止对加装
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

案件办理法官介绍，依照
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
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
的原则处理，案涉住宅增设电
梯，将对大多数业主特别是老
人、小孩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判
决范某停止实施阻挠行为的同

时也指出，如加装电梯后在采
光、通风等方面确实对部分业
主造成较大影响的，亦可就补
偿问题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

远亲不如近邻。“在电梯加
装已采取必要措施，尽可能降
低对相邻楼栋不利影响的情况
下，相邻楼栋业主对电梯加装
负有容忍义务。民法典对相邻
关系的规定，为这类纠纷的妥
善协调提供了规范指引，是邻
里和睦与民生和谐的重要法治
保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
院副教授沈健州说。

老房子加装电梯惹争议，怎么办？

异性同事经常发来暧昧短
信？同事语言挑逗发出性暗
示？上司暗示有获得职场晋升
机会的“潜规则”？……职场性
骚扰令人深恶痛绝。民法典对
此明确，用人单位有防止、制止
职场性骚扰的义务。

黄某担任重庆某公司副总
经理期间，经常在工作时间利
用职务便利，以不雅言语和不
良肢体行为对女职工进行骚
扰，导致多名女职工离职。该
公司根据公司制度及劳动合同
约定，解除与黄某的劳动关系。

没想到，黄某反而起诉公

司，要求支付赔偿金7万余元。
民法典规定，违背他人意

愿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企业等单位应当采取
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
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本案中，法院依法认定，员
工实施性骚扰，严重违反公司
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有权解除
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表示，民法典明确用人
单位防止职场性骚扰的义务，

为用人单位积极遏制职场性骚
扰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把

“害群之马”扫地出门，让员工
安心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职
场环境。

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公司能否理直气壮开除？

为维护“爱豆”而侮辱诽谤他人，承担哪些责任？

学生在体育课上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项目时受伤，
校方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近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最终认定
学校在组织开展体育教学活动中已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依约赔付相应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