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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陈凤

“有些案子的诉讼费竟然在半年、 一年后仍然没有退费成功” “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买了房子住不进” “医疗损害鉴定等待时间过

长” ……自中央部署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以来， 针对种种困扰人民群众的重要事、 紧要事、 身边事， 今年 6 月起，

上海法院围绕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 问题， 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时隔近半年， 成效如何？ 11 月 18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高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活动开展总体情况及示范案

例进行了通报。 上海高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茆荣华， 执行局局长汤兵生， 政治部副主任卫建萍， 商事庭庭长潘云波出席发布会， 上海

高院新闻发言人、 政治部主任谭滨主持发布会。

王某与朋友散步途中， 进入一烂尾楼盘

方便， 两位朋友继续散步并给王某发微信让

其赶上来， 但一直未收到回复， 第二天发现

王某已在负一楼死亡。 王某的父母、 妻子和

女儿将该楼盘的开发商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

死亡赔偿金、 被扶养人生活费、 丧葬费、 交

通费、 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及交通费、

精神抚慰金等共计 30万元。 近日， 河南省虞

城县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实事， 依法判决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 原、 被告均

没有上诉， 现判决已生效。

2019 年 5 月 31 日， 死者父亲到虞城县

公安局城郊派出所报警称： 在春来高中西侧

烂尾楼发现自己的儿子王某死亡。 虞城县公

安局调查认定王某是意外坠楼死亡。 原告认

为， 该烂尾楼周围是学校、 住宅小区， 被告

商丘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该楼的开发商，

负有工地现场管理和安全防护责任， 但该楼

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物， 也未张贴任何警示标

语。 被告应意识到商品楼存在着巨大危险，

却未设置明显标志及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辩称， 王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应该去公共厕所方便， 其死亡属于意外事故，

死亡结果的产生是个人过错造成， 与被告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已经在一楼和电梯

井之间用铁皮进行了完全封闭， 消除了安全

隐患， 尽到了安全注意义务， 不应承担任何

责任， 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 基于死者王某应当具备最基本的认知

能力， 应当意识到进入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会

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其不但去了不应该去

的地方， 还对自身安全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致使意外发生， 属于自陷风险， 应自我担责。

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王某的意外死亡与被

告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被告是否应当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 王某对自身安全未尽

到谨慎注意义务， 致使意外发生， 属于自陷

风险， 应承担自陷风险的法律后果。 所谓自

陷风险， 就是明知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仍旧实

施一定的行为， 并放任风险的发生。 在常见

的民事领域， 行为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

此时行为人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

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进而减轻肇事方的

责任， 甚至免除肇事方的责任； 在工程施工

过程中， 行为人应当明知不戴安全帽存在安

全隐患， 如因不戴安全帽发生事故， 其自身

也有一定的过错。 再如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

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本案中， 王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公民， 应严格遵守城市文明公约和社会

公序良俗。 事故发生于被告方尚未完工的楼

盘内， 该楼盘不是公共区域， 更不对外开放，

王某应当意识到进入尚未竣工的建筑物会存

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同时原告并没有证据证

明王某进入该楼是受他人胁迫， 也没有证据

证明王某的意外死亡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的

因果关系， 公安机关物证鉴定也已经认定王

某属于意外坠楼死亡， 故法院判决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男子擅入烂尾楼坠亡 家属起诉开发商索赔
法院判决：自陷风险者自担其责

928项实事项目、举措落实到位

2021 年 6 月， 上海高院通过了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工作方案》 和实事项目清单， 确定上海高院

第一批“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十大项

目。 今年 10月， 在第二批法院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后， 上海高院再次推出“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八大项目。 目前， 上海高院 18

大项 68个子项目， 以及全市各法院自选开展

的实事项目及举措累计 928项均已落实到位。

茆荣华从四个方面对上海法院“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进行了总结，一是不断完善

司法作风，立案服务便民利民，二是注重优化

工作机制，审判质效有力提升，三是继续加大

执行力度，着力维护胜诉权益，四是注重发挥

司法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发展大局。

记者了解到， 活动开展过程中， 上海高

院紧密贴合群众需求， 把人民群众的“难事”

当做“要事”、 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 作为

“着力点”； 紧密贴合法院工作特点， 努力解

决当事人在立、 审、 执中所遇到的“痛点”

“难点” “堵点” 问题， 不断提高审判工作质

量； 紧密贴合区域发展大局， 不断优化政法

机关公共服务， 努力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提供

有力的司法保障。 在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

上海高院党组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实行院领

导项目“包干制”， 确保每个项目责任到人、

督促到位、 落地见效。

涵盖立案、审判、执行等诉讼过程

据悉， 上海法院“我为群众办实事” 涵

盖了立案、 审判、 执行等诉讼活动全过程。

卫建萍以其中三项亮点做法为例。

针对有当事人反映法院存在“胜诉退费

不及时” 问题， 今年 5 月， 上海高院在全市

法院开展“胜诉退费” 专项整改活动， 截至

目前， 上海全市三级法院已完成对胜诉、 调

解撤诉减半收费等各类案件退费共计 14.13

万件， 7.62亿元。

医疗纠纷送鉴难也是当事人反映强烈的

问题。 在上海市委政法委的大力推动下， 上

海高院将解决医疗鉴定送鉴难作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 重点工作， 在充分的理论调研和

实践探索的基础上， 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推

进全市法院医疗损害鉴定工作的意见》， 强化

与医疗主管部门联动， 扩充鉴定机构数量，

建立司法鉴定机构长三角一体化共享机制，

着力提高医疗纠纷审理质效。 据不完全统计，

自 2021 年 9 月中旬至 2021 年 10 月底， 上海

全市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的案件数量

121 件， 为医疗纠纷的高质量审理以及当事

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

执行工作方面， 上海法院也积极采取措

施， 切实维护胜诉权益。 一方面， 针对涉众

型经济犯罪案件被害人人数众多、 地域广、

金额大等复杂情况， 研发“非法集资犯罪案

件被害人信息核对平台”， 采用人脸识别、 银

行卡自动校验等技术手段， 通过手机等移动

终端在线确认投资本金、 已兑付金额和银行

账号等信息， 为相关被害人提供便捷高效的

发款渠道。 截至目前， 共发放案款 43.65 亿

元， 涉及被害人 10万余人。 另一方面， 针对

部分当事人“赢了官司拿不到钱， 买了房子

住不进” 等难题， 综合运用罚款、 拘留、 追

究拒执罪等强制措施， 集中开展强制腾退、

查扣车辆及涉民生类案件专项执行行动。 截

至目前， 全市法院已完成强制腾退 159 件，

扣押车辆 72 辆， 罚款 251.7 万元， 拘留 220

人， 移送拒执犯罪 28 人， 完成涉及群众生

存、 生活的追索劳动报酬等 8 类案件 3371

件， 执行到位金额 5574万元。

11 月 18 日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

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 汤兵生表示， 当日全

市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 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 开展“执行案款集

中发放日” 活动， 共对 665 件案件 726 名申

请执行人， 发放约 26.64亿元案款。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

上海率先在全国推行企业送达地址告知

承诺制也是此次实事项目的一大亮点。 潘云

波表示， 上海高院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在全

国率先推出企业送达地址告知承诺制， 能够

提高诉讼效率， 节省诉讼时间成本， 有效解

决“送达难” 问题，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司

法需求和优化法治化市场环境建设， 同时也

能有效健全和完善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增强

市场主体对诚信和法制的恪守意识， 是回应

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和完善市场诚信体系建设

的积极举措。

记者注意到， 除了上述项目， 发布会上

还介绍了上海法院更多亮点工作， 如强化环

境资源司法保护， 制定并发布 《长江十年禁

渔司法服务和保障意见》、 会签 《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生态环境检查执法互认机制对接推

进会议纪要》 等， 守护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

安全； 努力促进适法统一， 加紧编撰 《上海

法院类案办案要件指南》， 截至目前已完成

31 个类案办案要件指南， 涉及民、 刑、 商、

知产、 行政、 执行等各条线， 共对 2000 余个

法律适用问题梳理审查要点和注意事项， 援

引典型案例达 500余个；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

在全市三级法院成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

室”， 开展“百校百讲献给党———上海法院青

少年法治讲师团进校园” 活动， 在全市法院

选派 40名法官， 前往全市百余所中小学、 职

业学校和专门学校， 开展 117 次法治宣讲，

覆盖学生 20800余人次。

强化以案释法开展普法宣传， 在“法进

百企护民生” 法治宣讲活动中， 上海法院为

涉外企业、 归国华侨企业、 金融企业、 中小

企业等百余家企业提供针对性的特色法律活

动， 内容涵盖金融、 知产、 海事、 外贸、 劳

动争议等热门法律领域， 惠及 356 家企业近

500人。

据悉， 上海高院将继续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机制建设， 提升能力素养， 深入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努力

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将办实事活动

和法院主责主业结合， 进一步提高审判工作

质量， 推动上海法院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各

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上海高院“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显成效

奚晓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