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 生 焦 点
inshengjiaodianinshengjiaodianMM

读者2025年6月24日 星期二
漳州新闻网：www.zznews.cn

总编室 责任编辑/陈利敏
电话:0596-2598871
E-mail:mbqgb@sina.com4

在公共区域晾晒
是否符合文明规范？
带着疑问，记者也走
访了有关部门。

早在 2016 年，我
市就印发《漳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其中提
到，市区各物业服务
企业要引导广大业主
提高文明意识，加强
行为自律，自觉遵守
管理规约，杜绝“乱丢
垃圾、乱堆放、乱停
车、乱晾晒”等不文明
行为，提升文明素质。

“目前我市对公
共区域晾晒并无明文
规定，一般将晾晒纳
入日常社区及物业的
管理范畴，由社区或
物业划定公共晾晒
区，供居民使用。城管
部门亦引导沿街有晾
晒需求的商户于午间交通低谷时
段进行集中晾晒，最大限度减少
对行人的影响。”有关部门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了解
到，一些地市将随意乱晾晒纳入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劝
诫大家自觉遵守市容管理的相
关规定。对屡教不改的人员，则
对其当场开出罚单，责成立即整
改；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并没
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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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有道，莫把文明“晾”一边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图

近日，市民邓先生回家，开门时却发现自
家的门锁被口香糖“锁”了，锁洞完全被口香
糖糊住。邓先生查看监控才发现，制造这起

“恶作剧”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所幸，
口香糖取出还算顺利，锁芯没被破坏，邓先
生才得以进入家门。没过几天，市区某小区
电梯内的一个楼层按钮被口香糖糊住，被糊
住按键的相关楼层业主直呼：“谁这么没素
质，太恶心了。”

小小一块口香糖，嚼起来轻松，丢弃时则
需将残渣用纸包好再丢进垃圾桶。若随意吐
弃，清理起来就是不小的工程。随地乱吐口香
糖本就是不文明的行为，嚼完口香糖后，甚至
把口香糖按进锁洞、粘在电梯按键上，则是

“恶作剧”行为。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乱吐口香糖不仅是不文
明行为，还可能是违法行为，
或面临处罚。我国多地明文
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例
如《西安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
定，对随地乱吐口香糖者进行罚款处理，最高
罚款 50元。又如成都市 2023年发布的《关于
对随地吐痰、吐口香糖等行为的处罚规定》，
明确随地吐口香糖属于违法行为，可处50元
以下罚款。再如《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提出，
在公共场所严禁随地吐痰、吐口香糖，违反规
定的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责令即时
清除；拒不清除的，处50元罚款。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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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校内篮球赛，两
名大学生在攻防之间身体
相撞，一人摔倒受伤，另一
人被吹罚犯规。事后摔伤
者起诉犯规者担责赔偿，
二审法院判决犯规者无需
承担侵权责任。判决后，

“犯规致人受伤不需担责
依据何在”迅速引发热议。

——光明网6月7日
篮球是一种具有对抗

性和风险性的竞技体育运
动。这种对抗性使得队员
之间必然会有冲撞、抢夺、
进攻、防守的基本运动行
为，运动中身体接触概率极高，容易产生一定
程度上的人身伤害。在篮球比赛中，若一方导
致另一方受伤，是否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案例，大学生小张和小韦共同参加学校
组织的篮球比赛，分属两队。比赛中，二人在空
中发生碰撞，小张倒地受伤，小韦被判犯规，小
张因此左肩受伤。此后的近半年里，小张因伤
耽误了学业，还花费了数万元诊治费。随后，小
张将小韦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小韦赔偿医疗
费、营养费等共计6万余元。根据监控视频可以
看到，小韦有正常封盖动作，小张未投篮成功，
看不到小韦用膝盖或脚顶到小张。一审法院判
决小韦和小张各自承担50%的责任。

小韦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上海一中
院认为，小张尽管在篮球比赛中因小韦的防

守行为摔倒受伤，由于除
监控录像外，小张无法再
拿出其他证据证明小韦用
膝盖顶撞自己，根据“谁主
张谁举证”原则，不能据此
认定小韦恶意撞伤小张，
且这场篮球赛事属于业余
性质，对业余参赛者的犯
规行为不能过于苛责。因
此可以认定，小韦主观上
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小韦
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
审基于此作出改判。

记者咨询了福建诚正
司法鉴定中心的许律师，许
律师表示，篮球、足球等属
于对抗性竞技体育项目，参
与者很难在深思熟虑后做
出每一个动作，属于民法典

规定的“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故适用民法
典关于“自甘风险”的规定。在竞技过程中，若因
犯规导致对方受伤，是否需要负责，主要取决
于犯规者的行为性质及后果。行为人在参加篮
球等竞技体育运动时，应充分认识并接受其造
成人身伤害的危险性和可能性。

“如不能证明其他参与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则不能要求其他参
与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其他参与者对损
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涉及故意伤
害或粗鲁、恶劣、不顾他人安全的行为而导致
对方受伤，犯规者可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许律师提醒，在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时，一定要尽量注意自身安全和他人安全，
做好防护。

⊙本报记者 肖颖婧

谁该为打篮球受伤“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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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晒是百姓生活中的小事，
也是常事。但如何晒，晒哪里，却
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近
日，读者李女士表达了自己的不
解：“多雨少晴的时候，抢抓时间
出来晾晒还能理解，为什么放晴
了一整周，还是有人每天都将衣
物晾在绿化带等公共区域，真的
很煞风景。”那么，公共区域晾晒
现状怎么样？更多民情心声如
何？带着李女士的困惑，跟着记
者一起去走访。

市区万科璟园一绿化草地上，一根晾
晒绳绑定三根灯柱，间隔较大的两根灯柱
间还架起一根木杆作支撑。灯柱上明显标
示“您已进入24小时监控区域”。横穿三根
灯柱，长约十米的晾晒绳上，仍然挂着不知
谁家的衣物。

市区胜利西路一处公交站旁，一个简
易晾衣架上晾着被单，多把椅子落地成
架，晒着棉被、衣物等，“占领”了非机动车
道，也占据了盲道，过往车辆、行人都绕道
而行。

一小区楼下的道路边，数米长的晾衣
绳悬挂在电线杆与灯柱之间，晾晒着被
单。一边的地上还放着一把高脚梯，晾着
一床棉被。

“妈妈，我想要玩双杠。”正是周末，一
位妈妈带着孩子前往小区健身休闲区，却
发现双杠已被被单“占领”，双杠和单杠都

变成了晾衣架。
记者拍照记录下走访所见，发现衣物、

被褥在公共区域晾晒的现象较为常见，小
区绿地、沿街路面等公共区域成为不少群
众所青睐的天然晒场。值得一提的是，记者
拍摄这些照片时，天气已连续放晴多日，应
不存在抢抓晴好天气晾晒的需求。

现 象 ：公共区域成天然晒场

那么，对公共区域晾晒这一现象，群众看法
如何？记者走访市区部分小区、公园随机采访了
一些市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就是个简单的生活需求，家里室内晒不
着，窗外不让晒，外边也不让晒，那要咋办？”“晒
被子污染环境了吗？”“现在的人都怎么了，邻里
之间互相骂来骂去，小区里晾晒，有点生活气息
不是很正常吗”“碰到这种多管闲事的邻居真讨
厌”……不少市民支持公共区域晾晒。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不
少：“本来干净整洁的一个小区，
绿化也不错，被少数业主把衣架
搭到公共区域，已经和物业多次

反馈没有改变”“晒被子还能理解，有的住户家
里确实光照不足，遇上雨季，也得抢抓时间晾
晒。但是晾晒衣物就不能理解了，家里的阳台连
衣服都晒不了吗？”

此外，也有群众持中立态度，表示理解公共
区域晾晒行为。“虽然觉得在公共区域晾晒确实
不美观、不文明，但也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更
不会一直找物业投诉。”林女士认为，投诉扯皮
比那点碍眼的事更闹心。

民 声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随着走访的深入，记者了解
到，晾晒问题不仅成为邻里矛盾
的激发点，也成为一些物业从业
人员的棘手事。

为避免随处晾晒的情况，部分小区和社区
设置了公共晾晒区，解决居民的晾晒需求。如市
区丹霞园小区就设置了这样一个公共晾晒区。
不过，即使是专门设置的公共晾晒区，也是有人
点赞有人吐槽。

“我们小区有业主需要晒被子，物业划了一
个区域方便大家晾晒。结果有些业主就指责物
业，认为在小区晾晒影响环境，物业两头受气，
怎么做都不对？”作为小区的业主，陈女士同
时也是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

“物业的工作不好做，众口难调，有
的认为在公共区域晾晒衣服是日常
所需不碍事，有的认为晾晒衣服影
响小区环境，我们也很为难。”

不过，北塔社区的一处晾晒区，得
到社区群众的点赞。该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社区内很多都是自建房，房屋多为
三至四进结构，缺乏阳光充足的晾晒阳
台，很多居民只能把衣被拿到外面晾
晒。为了解决社区居民的晾晒需求，同
时也维护美好的社区环境，社区在一
阳光充足处设置了一片集中晾晒区。该
公共晾晒区已设置多年，使用率较高，
解决了社区居民的基本晾晒需求。

社 区 ：物业两头为难受气

北塔社区公共晾晒区

入户铁门的锁孔，
被塞入了口香糖。电梯楼层按钮被人“恶意”黏住

打篮球过失致人受伤需担责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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