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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交通事故致人伤残、死亡的，

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

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

准，按20年计算。不少农民长年在城

市打工，他们遇到交通事故伤害应当

按照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标准进行

赔偿呢？以下案例分析表明，在三种

情形下，受害人即使是农村居民，也应

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

农村居民在城镇生活工作，
可按照城镇居民标准索赔

薛某进城打工已十多年，并在城
里买房安家。2020年5月1日，薛某在
外出办事途中被李某开车撞伤，李某
负事故全责。薛某为此花去医疗费2
万余元，还落下九级伤残。薛某索赔
时，李某和保险公司以其系农村户口
为由，坚持按农村居民标准支付残疾
赔偿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和保险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按城镇居
民标准向薛某赔偿。

评析 在侵权赔偿方面，不能唯

户籍登记而定。

《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2011年）》第37条规定：“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时，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

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主

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

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

活消费支出）的标准计算受害人的残

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受害人是农

村居民但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应适

用城镇居民标准，其被扶养人经常居

住地也在城镇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也

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与之对应，

薛某在城里工作和生活多年，其经常

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

李某和保险公司自然应当按城镇居民的标准向其赔偿。

失地农民受伤，按照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赔偿
舒某系农村户籍，居住地毗邻市区。2015年，舒某家附近

的工业园区扩建，其承包地被全部征收。此后，舒某到工业园
区的一家公司上班，早出晚归。2020年6月17日，舒某下班回
家后受朋友之邀外出喝酒。在去酒店途中，舒某被一辆逆向
行驶的汽车撞伤，花去1万余元医疗费并构成八级伤残。舒某
在索赔时，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保险公
司认为，舒某的身份是失地农民，其生活地从未改变，只能按
照农村居民标准予以赔偿。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舒某的主张，
判令保险公司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向其支付残疾赔偿金。

评析 舒某的承包地被征收后丧失了生产资料，再无农

业收入，属于被征地农民。虽然舒某的经常居住地和身份没

有改变，但其经常居住地毗邻市区，生活消费水平与城镇相

近，且其收入来源于城镇打工，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农

民。舒某的伤残必然会影响其家庭消费水平，其家庭可预期

的未来收入势必随之减少。如果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

舒某的残疾赔偿金，显然不足以填补其损失，有失公平。因

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赔偿舒某残疾赔偿

金是正确的。

城乡居民在同一事故中死亡，赔偿金数额可以相同
在大学任教的郑某与村民朱某是表兄弟。2020年6月，

郑某陪同朱某外出办事途中遭遇交通事故，两人经抢救无效
死亡。保险公司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向郑某的家属支付了死
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向朱某的妻子支付了死亡赔偿
金。朱某的妻子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差别对待，遂向法院起
诉，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获得赔偿。法院审理后，判决支
持了她的主张。

评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9条规定，在死亡赔偿金支付

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计算。但

是，《民法典》第1180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

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也就是说，在此类侵

权赔偿中，法院可以不考虑死亡个体的实际差异，如不区分

年龄、收入状况等差异因素，判决所有受害人的近亲属获得

相同的赔偿。

值得注意的是，获得相同数额死亡赔偿金有两个条件必

须同时具备，即“同一侵权行为”及“多人死亡”，否则不适用

该条规定。本案中，朱某和郑某

是因同一交通事故（即同一侵权

行为）而死亡，因此，在死亡赔偿

金赔付方面，保险公司应当给予

“同等待遇”。 （潘家永）

本报讯 “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学党

史，碎片化的时间也能利用，这种学习模式

新颖方便，学习效率更高，我们随时能学……”为

创新党史学习平台和载体，进一步提升党史学习教育

效果，刘庄煤矿创新开展“微信扫一扫‘码’上学党史”

活动，全矿职工只需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即可随时随地

学习党史。

“‘码’上学党史，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定，而且更新速

度快，大大提高了党史学习的覆盖面和效率，有效化解

了生产一线党员下井不能及时参加集中学习和自主学

习内容匮乏的难题。”刘庄煤矿东区综掘党支部书记刘

金荣介绍道。

结合矿井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该矿党委利用数字技

术赋能党史学习教育，结合互联网二维码的快捷、便利

特性，将党史学习课堂搬到网上，学习的内容除了文字

外，还有大量历史图片和视频资料，更加生动形象、丰富

多彩。

为进一步让广大职工群众享受到“码”上学党史

的便利，刘庄煤矿党委“双管齐下”，一方面，在各党支

部及基层区队和车间等地设置党史学习专属二维码

展示牌；另一方面，安排年轻党员手把手教年龄较大

的老党员使用这个网上学习平台，有效实现了党员学

习全覆盖。

刘庄煤矿将借助党史学习二维码平台的便利，连续

推出系列专题学习、党史简报等，内容涉及党的发展历

程、党的理论知识、红色英烈故事、优秀党员事迹等。同

时，矿党委还将结合基层党支部实际工作，分类推送各

类理论学习材料，切实提升党员的学习效率，优化学习

模式，不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王朝峰 李占辉）

本报讯 走进合肥的一辆辆 155路公交车车厢，仿

佛回到了难忘的峥嵘岁月。车厢玻璃窗上醒目地张贴

着党史知识宣传页：党的光辉历史、伟大成就、宝贵经

验、光荣传统、红色革命精神……乘客在乘车的过程中

就能学到党史，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追忆党的光

辉历程，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公交干部职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合肥公交集

团第四巴士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将党史教育阵地搬进155
路公交车厢，向乘客宣传党的历史，使公交车成为学习

党史的流动“大讲堂”，让党的历史和精神贴近基层、走

近群众、迈向社会。

公交车具有流动性强、宣传面广的优势。合肥公

交第四巴士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在全部 33 辆 155 路公

交车厢里，各张贴了两张党史知识宣传画，把车厢打

造成流动的红色文化阵地，让乘客利用碎片化时间潜

移默化地学习党史知识。通过这种形式，把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融入生活，融入市

民出行，让党史学习教育以简单、易懂、新颖的方式走

近人民群众身边，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营

造了浓厚的氛围。 （甘甜）

本报讯 “长廊书党史，移步阅百年。上

下班的途中步行穿过党史长廊，让我们在不知

不觉中就重温了一遍党的光辉历史，接受

了一场铭记初心、淬炼党性的精神洗

礼。”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青年党

员李俊在“朋友圈”中留言写

道。

近日，国网当涂县供

电公司党史学习教育再

添新阵地，这一阵地就是该公司刚刚竣工的“奋斗百年

路·启航新征程”党史学习教育长廊。因其建在职工每

天的必经之路上，刚一落成便引来惊人“流量”，迅速成

为公司新的“网红”打卡地，时有职工在此驻足参观，拍

照分享在“朋友圈”，让这一红色主题教育长廊从线下

“红”到了线上。

打造党史学习教育长廊，是国网当涂县供电公司党

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化“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主题宣传的创新载体，旨在通过学习回顾党的光辉历

程，在公司上下营造“学党史、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浓厚学习氛围，进一步引导和督促全体党员继承革命

传统、牢记初心使命。

“我们在职工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打造这样一

个党史教育长廊，就是希望可以通过图文并茂的生动形

象展示，再现百年党史的苦难辉煌，让党员群众们在潜

移默化中将党史知识装进心里，在耳濡目染中汲取不忘

来路、接续奋斗的前行动力。”该公司党委党建部主任袁

敏这样说道。 （魏鑫）

本报讯 为提升社保

卡服务水平，构建以社保卡

为载体的居民服务“一卡

通”服务体系，合肥市将于 4
月底正式全面发行第三代

社会保障卡。截至目前，该

市累计发行第二代社保卡

733.7 万张，覆盖常驻人口

90%；电子社保卡签发量

370.3万张，签发率达50.5%。

与二代卡相比，合肥市

三代卡是二代卡的技术和

安全的升级版，除具备二代

卡所有功能外，还采用双界

面通讯方式，由单一接触式

升级为接触式+非接触式，

增加了“一晃而过”非接触

读卡功能，提升应用便捷

性。芯片采用 SM4 国产密

码算法，提升应用安全等

级，用卡更加安全；引入持

卡人CA证书，支撑线上用

卡，提供线上线下用卡时的

身份认证服务；扩展卡内芯

片空间，增加生物特征识

别，实现社会保障卡与生

物特征识别结合应用；应

用金融 PBOC3.0 的规范，

支持非接触快速支付。同

时该卡融合人社、金融两

类应用，并预留交通、文旅

等其它居民服务应用空

间，努力将其打造为可用

于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金融支付、待遇

领取的一张“民生卡”。

据了解，该市三代卡的发行以“自然过渡，逐步

发放”为原则，自 2021年 4月底起，首次办理（含个

人申办、单位申办）和遗失补办等制卡申请将统一

制发三代卡，仍在有效期内的二代卡可继续使用。

（范家生） 铜陵中院“庭审+”模式倡导版权登记

本报讯 “现在，我们区班组事务公开栏和以前大不

一样了，整洁、大气，公开的内容更全面、细致，市场化工资

收入一目了然，更新也及时。”4月 20日，孙疃矿通风区放

炮队职工王亚伸出大拇指点赞道。

据了解，孙疃矿为进一步促进科（区）务工作的规范

化、制度化、透明化，每月开展“管住小微权力、严惩小微腐

败”专项检查，督促各基层单位对原有的公开栏进行完善，

全方位接受职工监督，增加综合管理的透明度，增强职工

的主人翁意识，把职工最关心的焦点、难点、热点通过公示

栏向职工展示。

“公开栏空间利用不合理，公示种类一多，容易造成职

工查找不便，导致对科区事务掌握不清，职工融入班组管

理的积极性势必会大打折扣。”面对这些问题，通风区党支

部书记许如银说，“我们把职工最关心和最想知道的内容

作为公开的重点，再把公开栏按照班组进行划分，分成六

大板块，以清单形式

进行公示，让职工对

班组各项事务一目了

然，并接受职工监督，

促进职工参与安全管

理的积极性。”

公开栏六大板块

内容主要包括：隐患

“收购”台账、市场化

工资考核、班组及岗位考核、一周重点工作管控、一周重点

风险管控、班组重点事务 6个方面。其中，隐患“收购”台

账、市场化工资及班组岗位以“日考核、日兑现”的方式公

示；其余3块为每周更新1次，内容涉及重点风险管控内容

及措施、重大事项班组会议讨论结果、涉及职工切身利益

的事项等内容。

“公开栏虽小，内容却很重要，可以让职工心里更透

明，增强职工的获得感，稳定职工队伍。”该矿纪委书记丁

云翔表示，持续开展整治职工群众身边“小微腐败”专项行

动，紧盯维护职工“十条红线”制度落实，也是推动提高矿

井治理水平的重要一环。 （陈更）

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孙疃矿推进区务公开规范化

为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4月20日，合肥市瑶海区胜利路街道凤凰桥社区邀请专
业的应急救护人员，来到胜利路小学窑湾校区开展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活动。社区工作人员、老师和学生共
1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费庆/摄

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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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第 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

际，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4 月 16 日公开开庭审

理了一起涉及版权登记的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案件。

原告是一位香港居民，他依法拥有作品名称为

“招财猫与祝愿猫”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并在国家

版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被告铜陵市居民吴某某

在他开设的电商平台上销售了使用涉案作品形象的

商品。吴某某也出具了日期稍后的版权登记证书，

双方围绕著作权权属以及是否构成侵权进行了充分

辩论，法庭将择期宣判。

结合本次庭审，该院民三庭创新宣传方式，采用

“庭审+版权登记”模式，大力宣传版权登记。庭审

结束后，法官们向旁听群众介绍了著作权登记的相

关知识，宣传了版权登记的作用、意义、价值。随后

进行了现场演示，通过大屏幕投影，法官助理对张浩

的雕塑作品《亲山兽》《镇水兽》现场进行了版权登

记。铜陵学院法学院的部分师生旁听了庭审，并观

摩了版权登记的全部过程。铜陵市文旅委也在现场

向旁听人员散发了《版权登记好处有哪些》《作品登

记免费啦！！！》的宣传单。旁听人员对此次活动纷纷

称赞，称第一次零距离感受版权登记，真正开拓了视

野，增强了版权保护意识。

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这次“庭审+版权登

记”活动，向群众宣传版权登记在依法维护自身的著

作权、增强产品的社会认可度以提升企业形象、版权

贸易中的作品增值以及求职、晋升方面的具体功能

和好处，大力倡导相关企业、作者、其他著作权人、

作品使用者要充分认识到版权登记的重要作用，

积极开展版权登记活动。 （黄冬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