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qlwbwyk

@163 .com，也可拨打我的电话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
为您释疑。

海曲说法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迷迷信信““风风水水””，，抢抢邻邻家家耕耕地地建建坟坟头头
法院判决抢地人将土地恢复原状

烧纸导致林木起火

赔偿受损人8000元

本报4月3日讯 (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薄新娜 许磊 ) 五莲65岁
的张老汉为开春图个吉利，一年能
有个好收成，在田间耕地烧纸导致
他人承包林木起火，造成承包地中
的300余棵杨树着火。经五莲法院调
解，张老汉赔偿受害人8000元。

2013年3月的一天，65岁的张老
汉准备到自家农田春耕。根据五莲
当地的风俗，整地前应先在地头烧
纸，敬土地神，祈求一年中有个好收
成。张老汉将烧纸点燃后，未将烧纸
用土块压住，结果因风力太大，烧纸
随风刮到村民赵某承包的杨树林
中，点燃杨树林中的杂草后，引燃了
赵某的杨树林。

事故发生后，双方多次找村委
会、中间人进行协商，但因意见分歧
较大未果。2 0 1 4年2月，赵某将张老
汉起诉到五莲法院，要求张老汉赔
偿其损失共计2 0 0 0 0元。庭审中，双
方当事人对烧毁树木的数量分歧较
大，庭后，案件承办法官及时进行实
地勘验，并邀请村委会成员及双方
当事人在场，实际清点了了烧毁杨
树的数量为300余棵。

今年3月，在五莲法院主持调解
下，张老汉赔偿赵某烧毁杨树损失
共计8000元。

法官提醒：春天气温迅速回升，加
之气候干燥，降雨稀少，用火不慎极易
引发火灾。尤其是清明临近，在按照传
统风俗上坟时，一定要安全用火，以免
给他人造成损失，害人损己。

两家村民耕地相邻，感
情也不错，但是因为其中一
人想抢邻家的“风水宝地”，
于是在别人地上建坟头，两
家发生矛盾，诉至法院。五莲
法院最终判决抢地人将别人
的土地恢复原状。

五莲某村的门明 (化名 )

与魏强(化名)系同村村民，两
家的耕地相邻，两家关系也
不错。十年前，门明将其父葬
于自家耕地，后其从“风水”
先生处得知与自家耕地相邻
的魏强的土地“风水”更好。
于是，门明便设法换取魏强
的土地用于将来安葬其母，
但魏强亦知其耕地“风水”
好，拒绝换地。

换地不成，门明又在村内
散布其祖坟在魏强耕地内的传
言，并在魏强耕地周围埋藏多
块砖块等标记证实其祖坟的存
在。2013年8月，魏强准备建筑材
料欲在其自家耕地内砌“闲
坟”，准备为其亲属备用。

眼看目的不能实现的门
明出面阻止并在魏强耕地上
堆出坟头。2013年11月，在经
村组织多次调解未果后，魏
强一纸诉状将门明诉至五莲
法院，要求门明停止侵害，并
对其土地恢复原状。

五莲法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涉及耕地系魏强以家庭
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魏强
对该土地具有土地承包经营

权。门明阻止魏强使用土地
并在其承包土地上堆土成坟
的行为侵害了魏强土地承包
经营权，故魏强有权要求门
明停止侵害、恢复原状。五莲
法院判决门明停止侵害，并
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魏强
的耕地恢复原状。

【法官说法】
中国自古有厚葬的习俗，

近几年，厚葬陋习又有复燃之
势，占用耕地、林地乱建坟墓现
象屡见不鲜。我国《土地管理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禁止占
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
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
取土等。”《殡葬管理条例》第八
条规定：“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

性墓地”，第十条规定：“禁止在
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
林地；(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
区和文物保护区；……前款规
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
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
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
头。”

“即农村村民只能在村
集体设置的‘公墓林’内建坟
墓，除此之外均属违法，包括
在 自 家 的 耕 地 、林 地 内 建
坟。”办案法官介绍，本案中，
法院判决门明败诉是基于其
对他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
害，但并不肯定魏强在自家
耕地上砌“闲坟”的正确性。

车车祸祸私私了了后后，，我我该该如如何何维维权权

【读者咨询】
前几日，我开车在十字

路口等红绿灯，被一辆货车
撞倒，交警鉴定货车主负全
部责任。货车主找到我们村
里他的熟人，想跟我私了，给
了我3000元。后来我去维修我
的轿车花了7000元，货车主不
仅不赔偿我的修车费，还拒

接我电话，我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

首先要明确你与车主私
了以后，是否达成了赔偿协
议，车辆是否投保交强险、保
险公司是否参与了调解？如
果你与车主及保险公司达成
了协议，并具备自达协议后
损失互不追究等相关内容，

那么你的损失不能再主张。
如果你与车主虽然达成

了协议并没有保险公司参
与，那么你可以要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2000元
内要求承担责任，前提是你
没有放弃赔偿请求权并有车
损价值认定。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律师简介
刘贤强律师，法学学士学位，山东赞特瑞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执业期间办理

了大量的刑事辩护、民事及经济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擅长专业：民事、经济
类、交通事故、房产纠纷、刑事辩护等。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许磊 王友明

9月起城乡居民

开始统一缴费

4月2日，日照市政府正式印
发《关于建立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日照市将从今年起整合“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将并轨运行。

为保持政策连续性，2014年
继续实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
合制度双轨运行、政策不变，基
金分别独立运行。

2014年9月起，全市按统一
的政策组织居民参保缴费；自
2015年1月1日起，全市执行统一
的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待 遇 标
准。

《意见》规定，每年9月1日至
12月31日为集中缴费期，缴纳下
一年度的个人缴费部分；未在集
中缴费期缴费的，缴费标准为年
度个人缴费和各级政府补助总
和(新生儿除外)，自缴费之日起
满30日后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两种筹资方式

个人缴费＋政府补助

《意见》规定，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
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建立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其中政府补助
标准为，2014年度每人320元，2015

年度每人360元。
其中，个人缴费标准为，按

学制缴费并选择门诊统筹集体
签约的在校学生，每人每年30元；
本市户籍的其他居民每人每年
100元；非本市户籍的居民缴费标
准为年度个人缴费和各级政府
补助总和。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以及因病造成生
活特别困难并经当地政府批准的
其他人员，个人缴费部分通过城
乡医疗救助等渠道予以资助。

自2015年度起，居民应当按
时连续参保缴费，每中断一年(不
满一年按一年计算)，医疗保险待
遇开始享受时间延后1个月，最长
不超过3个月。

政策调整后

医保待遇不降低

整合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总体待遇不降低，逐步建立动态
调整机制。

对于普通门诊，按学制缴费
并参加集体签约的在校学生，600

元以内的每次就医个人先自付10

元后，剩余部分报销60%。其他参
保居民600元以内的每次就医，个
人先自付10元后，成年居民报销
50%，未成年居民报销 60%。

如果居民在市内住院，实施
基本药物制度的一级医疗机构起
付标准为 100 元，其他一级和二、
三级医疗机构 500 元；第 2 次住院
递减 100 元，第 3 次住院起取消起
付线，两次住院间隔时间不超过
15 天的按一次住院结算。

起付标准以上至年度最高
支付限额部分，一级医疗机构报
销比例为 8 0 %；二级医疗机构
70%；三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以
上至15万元部分55%，15万元至年
度最高支付限额部分70%。

日照市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并轨

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将将享享受受同同等等医医保保待待遇遇

新政施行后，日照市将全
面实施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并
将进一步做好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与医疗救助制度的衔接。

大病保险资金从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按一定比
例或额度列支，年度筹资标准
原则上控制在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筹资标准的10%左右，并
随基金筹集标准和医疗费用
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大病保险保障范围与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采取按
医疗费用额度补偿的办法，对
居民一个医疗年度发生的住院

(含特殊疾病门诊)医疗费用，经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偿并剔除
按规定不予支付的部分后，个
人累计负担超过一定额度的部
分由大病保险给予补偿。

此外，日照市将进一步做
好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医疗救
助制度的衔接，建立健全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和定
点医疗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
城乡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
机构看病就医，实行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同步结算、
即时救助的“一站式”服务。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根据省政府的要求，日照市从今年起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建立全市统一、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并轨。

据日照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从今年9月起，全市按统一的政策组织居民参保缴费。
自2015年1月1日起，全市执行统一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标准。

本报记者 李玉涛

1 2 3

日照全面实施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记者从日照市人社局了
解到，目前，全市192万农村居
民、71 . 73万城镇居民分别纳
入相应的保障体系，参合(参
保)率达到99%以上，基本实现
了全覆盖。

据了解，政府财政补助标
准达到人均320元，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平均报销比例达
到70%以上，最高支付限额超

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0

倍以上，有效降低了群众因病
返贫的风险，成为实实在在的
民生工程、惠民工程。

通过整合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等相关制度，
主要是着眼于更好保障城乡
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全市260余万人享医保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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