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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转包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春耕备耕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

仗”，为确保春耕顺利推进，近日，包头
市达茂旗人民法院根据以往审理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例，向农牧民送出
一份土地转包指南。

土地转包、租赁合同存在哪些问题
合同条款不明：大量合同对土地位

置、面积、用途、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
式等关键内容约定模糊。如有的仅简
单描述租赁土地位置，未明确四至范
围，租赁期限用“长期”等模糊词汇，引
发边界和租期争议。

主体资格瑕疵：部分出租方并非土
地合法权利人或未经全部共有人同意

擅自出租。农村集体土地出租时，常出
现未经村民大会同意，组长私自出租的
情况，合同效力存疑。

程序履行缺失：用于非农业建设的
土地租赁，未按规定办理农用地转用审
批；部分租赁合同未依法备案，导致合同
从一开始就存在违法隐患，易引发争议。

遇到土地纠纷怎么办
可以协商和解：争议发生后，双方

应秉持平等、自愿原则，依据事实和合
同，重新梳理权利义务，就争议问题进
行友好协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

引入第三方调解：若协商不成，可

向村委会、乡镇司法所等基层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调解人员基于中立立场，依
据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调解，促成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

仲裁裁决：合同有仲裁条款的，可
将争议提交约定的仲裁机构。仲裁由
专业仲裁员审理，具有专业性、高效性、
保密性，一裁终局，能快速解决纠纷。

通过司法诉讼途径解决：其他途径
无法解决时，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程序，由法
院依法裁决。

达茂旗法院呼吁广大农牧民群众
要规范合同签订。合同条款务必详细
准确，明确土地位置、面积（附测绘图）、

用途、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等关键
信息，避免模糊表述。要严格主体审
查。承租方要仔细核实出租方土地权
属，集体土地出租需查看是否经合法民
主决策程序，索要并查看村民大会或村
民代表大会决议文件及土地权属证
明。要依法履行手续。涉及农用地转
用等特殊情况的，要严格按法律法规办
理审批手续；租赁合同需备案的，要及
时到相关部门备案登记，确保合同效
力。

（唐敏）

●
医院诊疗中存在过错致患者死亡

法院判决医院承担45%的责任

2023 年 12 月，患者马某因“食
管胃底静脉曲张”在乌海市某医院
接受治疗，术后出院不久，因病情恶
化再次入院。2024 年 1 月 16 日，医
院原定择期手术，然而患者在夜间
突发大量呕血，检验结果显示其血
红蛋白骤降至 50g/L，已达到重度贫
血指征，表明患者胃内再次出血。
遗憾的是，医院未能及时采取有效
止血措施，次日患者病情急剧恶化，
经抢救无效死亡。家属邹某等三人
认为，医院在救治过程中存在过错，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乌海市海勃
湾区人民法院法官秉持着专业精神
与严谨态度，对各方提交的证据进行
严格审查。

该案中，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
论成为关键证据。报告指出，医院在
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与患
者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原因力介
于次要至共同之间。

面对复杂晦涩的医学专业问题，
海勃湾区法院始终坚守“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既没
有因为医疗行为的高度技术性而回
避审查，也没有因患者家属痛失亲人
的悲痛情绪而做出有失公正的裁
判。在尊重司法鉴定科学结论的同
时，法官全面考虑医疗行为本身所具
有的社会风险性。经过审慎考量，法
院最终判定医院承担45%的责任，并
判决医院赔偿原告邹某等三人各项
损失共计36.7万余元。

法官说法：
医疗纠纷的化解，不仅关乎个

体权益，更关乎社会公平与医患信
任。该案中，法院通过司法鉴定与
专业审判维护了患者家属合法权
益，也为医疗机构敲响责任警钟。
医疗机构须严格遵守诊疗规范，强
化危急值报告处置流程，避免因疏
忽延误救治；患者及家属若遇医疗
损害，应及时固定证据，如病历、检
验报告等，依法申请司法鉴定，通过
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法律是捍卫公民合法权益的坚实后
盾，唯有增强法治意识，才能让“医者
仁心”与“患者信任”双向奔赴。

（肖敏慧）

说法法官■

买卖关系中
逾期支付的货款
利息标准该如何确定？

2016 年 3 月至 8 月，被告钱某经营着
一家手机店。期间，钱某多次从原告谢某
处提货，双方在 2016年8月30日进行对账，
确认钱某尚欠原告谢某货款2万元，并有钱
某签字确认的提货单予以证明。后谢某多
次向钱某催要货款无果后，诉至鄂尔多斯
市达拉特旗人民法院，要求钱某支付货款2
万元并自 2016 年 8 月 31 日起按 LPR 利率
1.5倍标准支付利息。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双方虽未签
订书面合同，但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
确，欠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故双方买卖
合同关系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
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
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之规定，
谢某请求钱某支付所欠货款2万元及自逾
期之日起按照LPR利率1.5倍利率标准支
付利息，于法有据，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那么，该案中利息标准是如何确定的
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
修正）的规定，现行法定利息利率标准主要
有两项：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该案中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
日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
年修正）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及原告诉
请，从2016年8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
之间的利息，按照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利
息；从2019年8月20日至原告起诉时的利
息按照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标准，加计30%至50%计算。故
该案中被告应当支付货款本金2万元及以2
万元为基数按照上述规定之标准计算的利
息。

法官提示：
资金占用利息作为一种常见的违约损

失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
司法解释为资金占用利息的计算和赔偿都
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法官在此提示当
事人，在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卖双方应基于
诚信原则，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及时
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共同维护良好的市场
秩序。 （纪春阳）

提示法官■

提示温馨■

●
盗掘古文化遗址未遂也构成犯罪吗？

古文化遗址是研究历史、文化、
艺术、科学的重要实物资料。然而，
总有一些人被利益蒙蔽双眼，妄图
从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中谋取私
利，殊不知，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历
史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更是对国
家法律的公然挑战。

2024 年 7 月，杜某某等七人合
谋盗掘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
彦温都尔苏木的辽代古文化遗址，
被公安机关及时发现，在盗掘现场
将他们当场查获。尽管他们并未盗
得文物，但经内蒙古博物院鉴定，他
们的盗掘行为已经对遗址造成了不
可挽回的破坏。该文化遗址具有重
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的
盗掘行为严重损毁了其历史、艺术
和科学价值。

早在 2022 年夏，杜某某就曾伙
同他人（尚某某另案处理，石某、袁
某某在逃）在阿鲁科尔沁旗巴拉奇

如德苏木盗掘另一处复合型古代遗
址，经鉴定该遗址也具有重要的历
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盗掘行为同样
对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审理认
为，杜某某等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致使古文化
遗址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严重受
损，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规定，构成盗
掘古文化遗址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综合考虑犯罪的起因、事实、
情节、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悔罪表
现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分别对
杜某某等七人作出判决，判处十一个
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六千元至三千元不等。宣判后，各
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以案说法：
也许有人会疑惑，没有盗得文

物也算犯罪吗？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
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盗掘古文
化遗址罪并不以盗得文物作为构成
犯罪既遂的唯一条件，只要行为人
的盗掘行为达到了损坏古遗址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程度，也会被
认定为犯罪既遂。这一规定清晰地
界定了此类犯罪行为的法律边界，
也再次提醒我们，任何企图破坏古
文化遗址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
严惩。

每一处古文化遗址，都是历史
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它们承载着
先辈们的智慧和精神。保护古文
化遗址，就是保护我们的过去，守
护我们的未来。该案的判决，彰显
了法院对文化遗址保护的坚定决
心。

（齐文笈）

说法以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