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郯城李庄再次发现数十枚恐龙足迹化石，学者推测———

恐恐龙龙足足迹迹化化石石群群或或有有上上千千脚脚印印

拆拆迁迁后后安安置置房房爽爽约约，，市市民民告告赢赢市市政政府府
省法院公布七起征收拆迁典型案例，涉及五市

本报临沂7月3日讯（记者
邱明） 6月17日，一支由多

名学者组成的考察队对外发
布消息，在临沂市郯城县李庄
镇发现一处白垩纪恐龙足迹
化石群（详见本报 6月 2 2日
A05版报道）。7月初，在该化
石群南侧约100米处的水塘
边上，又有数十枚恐龙足迹
化石被发现，随着这个化石
群范围逐步扩大，有学者推测
此处的恐龙足迹化石可能有
上千个之多。

郯城李庄恐龙足迹化石
群详情对外公布后，当地政府
在现场竖起了两块保护告示
牌，并拉起保护线安排专人看
护，防止这些化石受到破坏。

“来来回回听专家讲多了也学
到了一些识别化石的知识，前
几天我去水塘边巡视就有了
意外发现。”马振明是附近村
庄的村主任，在他负责看护化
石群期间，巡视到已知化石群

南侧的水塘边时，一块岩石上
的两个类似鸡爪形的三趾印
迹引起了他的注意。7月2日，
化石群发现者、临沂大学地
质与古生物研究所客座教授
唐永刚闻讯前来查看，不仅
确认了这两个印迹属于小型
兽脚类恐龙足迹化石，并在
附近清理发现了更多的恐龙
足迹化石。

7月3日，本报记者在现
场看到，这处新发现的恐龙
足迹化石点大约有 7 0平方
米，距离此前发现的化石群
约有100米。同一块岩层上分
布着大小不一的三趾和五趾
足迹，前者形状像是放大了
的鸡爪，属于兽脚类恐龙；后
者呈近圆形，是蜥脚类恐龙。
唐永刚判断，其中一处由7个
足迹等距连成串的化石点，
是属于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
由南往北行走时留下的“脚
印”。据现场看护人员介绍，

这里原本是水塘，最近的高
温天气导致水位下降比较
快，水退下去后这些化石才
逐渐显露出来。

除了这串小型兽脚类恐
龙足迹，让唐永刚欣喜的是，
在多个兽脚类恐龙足迹上还
留存有未风化的沉积覆盖
物。“这处足迹化石点长时间
处在水面以下，完整保留了
当年蜥脚类恐龙路过后足迹
很快风干并被沉积物填充掩
盖的原始状态。”根据这些足
迹沿南北方向由浅变深的特
点，唐永刚判断白垩纪时代
这里也是一个水塘，而且水
塘应该是靠近北侧，越往北
地质越软，所以恐龙留下的
足迹越深。同时他根据现场
地形地貌和已发掘地块恐龙
足迹化石的密度判断，李庄
恐龙足迹化石群可能保留了
上千个恐龙足迹化石，远比
现在已知的近400个要多。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房屋腾空拆迁后
市政府未交付安置房

2003年9月，潍坊市政府因
火车站开发建设，需要拆迁闫
某某营业用房所在区域。潍坊
市火车站开发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以下简称火车站开发
办）负责开展相关工作。2006
年6月，闫某某与火车站开发
办协商签订了房屋拆迁安置
补偿协议，约定火车站开发办
为闫某某提供安置房，并于
2007年7月1日交付使用。闫某
某依约将房屋搬迁腾空后，火
车站开发办却未按约定交付安
置房。闫某某不服，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潍坊市政府交付安置
房，并支付搬迁费、临时安置
费、停业损失费。

对此，潍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认为，闫某某与火车站
开发办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
偿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
示，闫某某依约将房屋搬迁腾
空交付拆迁后，潍坊市政府应
当依约履行交付安置房的义
务。因协议仅约定了房屋的拆
迁安置问题，未对搬迁费、临时
安置费、停业损失补偿问题作
出约定，所以闫某某有权对其
因拆迁造成的损失一并向潍坊
市政府主张权利。

此外，依据《山东省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的相
关规定，潍坊市政府应当支付
搬迁费，但对闫某某的非住宅
房屋支付临时安置费于法无
据；潍坊市政府还应当按照协
议约定的过渡期限支付停业
损失，并自逾期之日按照标准
双倍支付。潍坊市政府不服，
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决。

省法院行政庭相关人士分
析，在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行
政机关通过行政协议约定拆迁
安置补偿事项，既要符合法律规
定，又要切实维护被征收人的合
法权益。这起案件的典型意义在
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签订
的行政协议要确保约定内容客
观、真实、全面；人民法院适用地
方性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行政协
议未约定事项依法“填漏补缺”，
督促行政机关在房屋征收拆迁
工作中依法落实有关法律规定
和民生政策，实质性保障被征
收人的合法利益。

强制执行行为纳入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013年8月30日，五莲县政
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郑某某

的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当年
12月31日，五莲县政府对郑某
某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2017年4月28日，五莲县政府向
郑某某送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催告书。催告期届满后，郑某某
未履行搬迁义务。五莲县政府
向五莲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7年5月9日，五莲县人民法
院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裁
定限郑某某三日内腾空被征收
房屋，并与房屋征收部门办理
交接及补偿安置手续，逾期强
制执行由五莲县洪凝街道办事
处组织实施。当年5月23日，洪
凝街道办对郑某某的房屋及附
属设施予以强制拆除。

郑某某不服，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五莲县政府和洪凝街道
办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超范围执
行的行政行为违法。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认为，行政机关依据准予执行

裁定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属
于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的行
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
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裁定驳
回郑某某的起诉。山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则认为，行政机
关依据准予执行裁定所实施的
强制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执
行行为，仍属于行政行为。郑某
某的诉求属于在行政强制执行
过程中产生的争议，有待进一
步司法审查，依法应当属于行
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裁定
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一审法院
继续审理。

省法院行政庭分析，案件
的典型意义在于，在推进“裁执
分离”过程中，将依据法院准予
执行裁定实施的强制执行行为
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
一步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诉
权，更有利于监督和促进依法
行政。

征收拆迁案件法院怎么判？7月3日下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一领域的七个典型案例，涉及农村土地征
收、城市房屋征收等行政管理事项。案例涉及德州、济南、潍坊、聊城、日照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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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型兽脚类恐龙由南向北留下了7个足迹。本报记者 邱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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