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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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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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徐国安 刘洋

职工常某凌晨下夜班，被
刘某撞倒后，刘某逃离现场，又
被沈某驾车相撞碾压致死。近
日，开发区法院调解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一案，刘某负主要
责任，赔偿35万余元，沈某负次
要责任，赔偿15万余元，保险公
司赔偿20余万。

2013年4月23日凌晨2点，
刘某驾驶轿车沿市区北京路由
南向北至天津路十字路口处，
与前方顺行的下夜班的常某驾
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将常某
撞倒后，刘某驾驶车辆逃离现
场。

后被摔倒在路上的常某又
被由南向北行驶的沈某驾驶的
货车二次撞击并碾压，常某经
抢救无效后死亡。经日照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开发区大队
认定，刘某承担主要责任，沈某
承担次要责任，事故死者常某
不承担事故责任。后因三方对
赔偿事宜没有达成一致，常某
家属将刘某和沈某告上开发区
法院。

【法官说法】
开发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刘某承担主要责任，沈某承担
次要责任，他们的行为对死者
常某构成侵权行为，他们的行
为共同引起了常某死亡的后
果。但是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刘
某和沈某对于死者常某是否属
于共同侵权；如果构成共同侵
权，则刘某和沈某之间的行为
有无直接联系，他们是应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还是承担按份
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
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侵害他

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加
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以过错作为必备
构成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并
且不要求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
必须要有意思联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二人以上
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
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
失，但其侵权行为直接结合发
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
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该司法解释，构成共同侵
权应符合以下条件：二人以上
故意或者过失的侵害行为、侵
害行为与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
关系。

“死者常某被两辆车先后
碾压并致死，二车先后碾压死

者，时间间隔较短，且侵权人
刘某和沈某均有过失行为，他
们二人的过失行为是造成死
者常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法
官介绍，刘某在撞到常某之后
逃逸，造成常某横躺马路无人
救治，这在客观上为沈某驾车
碾压形成了条件，若沈某在驾
车过程中能够做到谨慎驾驶，
则完全可以避免再次对常某
的碾压，故刘某撞倒常某的行
为与沈某碾压常某的行为之
间并未直接关联。因此本案中
刘某和沈某应当对常某的死
亡承担按份赔偿责任而非连
带赔偿责任。

去年年底，案件经开发区
法院调解，刘某负主要责任，赔
偿35万余元，同时构成交通肇
事罪；沈某负次要责任，赔偿15

万余元，保险公司赔偿20余万。

夜夜班班工工人人遭遭两两车车撞撞击击碾碾压压致致死死
法院判两车主赔偿死者家属50余万元

盗窃医院消防栓零件

一男子获刑两年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魏培培 潘涛 安
瑶) “一个消防栓零件仅卖十几
元，但只要其中一个零件被盗，就
会造成消防栓作用降低或失效，
其可能产生的损失是无法估量
的。”今年1月，日照东港法院审结
一起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案，男子霍某因盗窃医院消防栓
零件，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13年7月份开始，日照某医
院5号楼8至23层多套消防栓的水
枪头和连接扣不翼而飞，导致消
防设施无法使用，给医院及就诊
病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
安全隐患。2013年8月16日，该医院
的保安发现一名21岁的男子形迹
可疑，随后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
该男子霍某如实交代了其盗窃消
防设施的犯罪事实。霍某老家在
黑龙江，2012年10月份来到日照打
工，无固定工作，也无固定住所，
就想偷点东西卖钱，但盗窃消防
栓，绝对不仅是“盗窃”这么简单。

东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霍某在公共场所的高层楼房盗
窃消防设施，可能造成高层楼房
发生火灾后无法及时救援的严重
后果，其行为符合“以其他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仅因
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教育后主动
交待了其盗窃消防设施的犯罪事
实，应系自首可减轻处罚，于是做
出上述判决。

读者咨询
邻居家耕地靠着河，他

将自家地里的沙卖了，地里
有个大坑。他未经过我允许，
偷偷将我家和其他几家地里
的土拉到他家地里填坑。我
们发现后，他说要给拉回来，
但是某个晚上，我们几家地
里突然多了许多建筑垃圾，
影响春耕，但是没有证据证
明是他填的建筑垃圾。我们
该怎么办？

律师解答
一、擅自取土的行为。一是

违法行为。按照《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
禁止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
采石、采矿、取土等行为，你们
可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反映该问题，由该
部门按照第七十四条等规定追
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侵
权行为。农民对其所依法所承
包的耕地享有用益物权，受法

律保护。按照《侵权责任法》第
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五
条等规定，要求邻居他承担恢
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侵权
责任。

二、建筑垃圾属于固体
废物。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你们
可将此问题举报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查处。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整理

农农田田被被填填埋埋建建筑筑垃垃圾圾，，该该咋咋维维权权

丁建武，山东天蓝律师
事务所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

余年，曾获省、市优秀论文，
擅长办理刑事、民事代理、商
事等企事业单位法律事务，
担任公司法律顾问，兼职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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