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回顾】
郭某参加单位

组织的聚餐，席间多
人共同喝下了两瓶红酒

和一瓶多白酒。聚餐中，郭
某身体不适，出现呕吐症状。

三个小时后，聚餐结束，两名同事
将郭某送回了住处。

次日，郭某被发现死亡。经司法鉴定，
郭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冠心病导致的心源

性猝死。
郭某家属认为，同饮人员在郭某严重醉酒

昏迷的情况下，未能进行合理照顾，也没有通
知家属，导致郭某饮酒过度猝死。因此，家属
将9名同饮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66万余元。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自身心脏疾病是导

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郭某的饮酒行为是否导
致或者诱发了其自身疾病并无相应证据予以
证实，另外，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聚餐当晚郭
某有过量饮酒或者意识不清、辨别控制能力严
重受限等情形。

法院一审判决，原告主张被告同饮者应对
郭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法院难以支持。

法官表示，正常聚会饮酒，同饮者没有过
度劝酒且尽到了合理的照顾提醒义务，一般无
需担责；但如存在不当行为，则可能被认定为
存在过错，同饮者就可能要为意外事故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

法官提醒，在饮酒中，不应强劝饮酒，逼迫
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甚至发现已经达到醉酒
状态，仍然强制饮酒人员饮酒。

同饮者醉酒后，特别是因醉酒处于不能处
理自己事务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同饮者应负责
对醉酒人进行妥善安顿，以免危险发生。包括
安全护送、转移接管、通知家属及时就医，任何
人不得纵容饮酒者驾驶机动车，尤其是同饮人
达到醉酒状态，辨别与控制能力大幅下降的时
候。此外，相较于参与者，酒局的召集者、组织
者带头开启共同饮酒活动，理应对此项活动负
有比他人更高的注意义务。

聚餐饮酒出意外

同饮者是否担责

随着气
温逐渐回暖，各地逐渐

迎来了备耕的关键时期。农用
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饭碗田”，耕

地红线既是维系国计民生的生命线，也是不
容触碰的法律高压线。那么，能否将耕地擅
自改作他用？非法占用耕地会有什么后果？

能否将耕地擅自改作他用

村民老张承包了 5 亩基本农田种植水
稻，但近年来种粮收益不高，看邻村有人靠养
殖龙虾致富，他动起了“转
型”心思。老张在合法承
包期内能否将5亩农田私
自改造成水产养殖塘？
[法官提示]

国家保护耕地，严格
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
偿制度。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
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
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
鱼。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因此，老张不能随便将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

改 为
其他用地。

非法占用耕地有什么后果

村民王某为开办塑料加工厂，擅自占用
村集体 8 亩基本农田，推平土地并浇筑水泥
地基，村委会多次警告未果后，行政主管部门
发现耕地异常硬化。经调查，王某毁坏种植
层且无法复耕，造成永久性耕地流失。王某
将面临什么惩罚？
[法官提示]

对于上述非法占用耕地等破坏耕地的行
为，行为人可能面临以下处罚：

一是行政处罚：相关部门可能责令限期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

二是刑事责任：毁坏耕地情节严重的，可
能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最高可判处五年

有 期
徒刑。

三是民事责任：如果是在承包土地期内
作出了破坏耕地的行为，还可能引起合同解
除的法律后果，发包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收
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若造成损失，行为人还需
依法赔偿。

春耕生产期间发生土地纠纷怎么办

村民李某与赵某因相邻耕地边界争议爆

发冲突。李某称赵某翻土越界侵占了自家
0.3亩承包地，赵某坚持自己没有越界，双方
在田埂上对峙，险些动手。这种情况该如何
处理？
[法官提示]

春耕生产期间因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

承 包
经营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按照以下步骤处
理：

第一步：冷静协商，寻求调解。双方应第
一时间冷静沟通，寻求共识；无法通过协商解
决时，可以请求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
解解决。

第二步：明确权属，收集证据。提供承包
合同、经营权证等文件；可借助村委会或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的帮助，明确权
属，收集土地分配、使用情况等
相关证据。

第三步：依法解决，维护权
益。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无法协商一致或达成调解的，

由人民政府处理，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
服的，可向法院起诉。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无
法协商一致或达成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
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法院
起诉。

关于耕地保护 这些知识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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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22年9月，姚某某在网上预

订了被告所经营的民宿。姚某某
入住后结合自身体验对该民宿打
出三星评价，后将评价改为一星，
被告用“恶意差评”“缺乏心智”等
言辞辱骂姚某某。因双方沟通未
果，姚某某以被告侵犯其名誉权为
由提起诉讼，被告又反诉要求姚某
某赔偿26万元。

2023 年 12 月，法院终审判决，
被告向原告公开道歉，赔偿原告精
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并驳回被告
全部反诉请求。

【法官释法】
消费者的“差评权”有法律撑

腰，不意味着可以利用“差评权”为
所欲为。

近年来，多地政法机关开展行
动严打“职业差评师”，一些利用

“恶意差评”牟利的不法分子被追
究刑事责任。有遭遇过敲诈勒索
的网店经营者表示，一旦短时间内
涌入大量差评，轻则影响网店曝光

率，重则会被平台和市场监管部
门处罚，所以往往只能选择

“花钱消灾”。

法官表示，对商品质量和
服务进行评价是消费者的法定
权利，但消费者应当基于事实在社
交网络上发表对商品或服务的评
价。

今年 2 月，最高法发布 6 件依
法惩治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典
型案例。在其中一起案例的点评
中，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
者的评价和投诉对入驻电商平台
商家的口碑及后续经营有着重要
影响。合理差评和正当投诉有利
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商
家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利用线

上平台恶意“索赔”，不仅严重侵害
了经营者的财产利益，也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秩序。

法官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在消费后进行评价，是消费者
行使监督权的正当行为。对于合
理的批评意见，经营者应有“容人
之量”，针对不足采取改进措施提
升商品和服务质量，不能“玻璃心”
甚至攻击报复消费者；消费者也不
能滥用手中的权利，把握好批评的
分寸尺度，依法理性维权，维护清
朗网络空间。

打差评反惹官司
消费者有没有“差评权”

问：张某与李
某于 2024 年 6 月相识并
确立恋爱关系，2024 年 9 月 19
日双方登记结婚。登记结婚时，张
某通过银行向李某账户转入 18.8
万元作为结婚彩礼。双方因筹备
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在婚姻
关系存续两个月左右后，双方协议
离婚。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债
务，未生育子女。在彩礼返还方
面，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某
遂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返还
18.8 万元彩礼。请问，在婚姻关系
仅存续两个月左右后双方便离婚的
情况下，彩礼该如何进行返还呢？

答：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
时一方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
物。张某向李某账户转入的18.8万
元符合彩礼的范畴。对于彩礼的返
还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综合考
虑彩礼的实际使用情况、嫁妆情况、
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是否孕育子
女、是否属于高额彩礼、双方过错等
多种因素来综合判断。本案中，双方
虽然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婚姻关系
仅存续两个月左右，登记结婚后双方
仍处于筹备婚礼的过程，对后续生活
规划未达成一致意见，尚未形成完整
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无
法认定双方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
活。结合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
且短暂同居等因素，法院依法判决由

被告李某返还原告张某15万元。
彩礼承载着两个家庭对新婚夫妇的祝福与支

持，应回归其“礼”的本质。一方在给付彩礼时，应
充分考虑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避免盲目攀比高额
彩礼。双方在面临彩礼返还争议时，也应以维护社
会和谐为出发点，确保合理合法解决矛盾。法院
判决彩礼纠纷时，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
间、双方经济状况、彩礼数额、是否
孕育子女等多种因素，并非
简单地“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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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农资先行。为进一步做好
2025年“农资打假”审判工作，依法惩治制售
伪劣农资犯罪，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切实维护
农民利益，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农资
打假”典型案例，涉及种子、农药、化肥3类重
要农资，涵盖利用网络电商平台销售、“农资
忽悠团”进村兜售等典型犯罪手段，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

最高法介绍，生产、销售伪劣农资犯罪损
害农民切身利益，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

严惩处此类犯罪，该判处重刑的，坚决
依 法 判 处 。 此 次 发 布 的 4 件

典型案例中，有 3 件对
被告人判处 5 年

有期徒刑
以

上重刑。
同时，人民法院注重加大对犯罪分子的

经济制裁力度，充分适用财产刑，支持附带民
事诉讼原告人经济赔偿诉求。此次发布的张
某、司某等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告人组成“农
资忽悠团”下乡兜售伪劣化肥，组织程度高，
销售金额大，社会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不仅依
法对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张某和司某分别判处
11 年和 9 年有期徒刑，还对二被告人分别判
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
治、威慑作用。

种子制假售假犯罪，严重扰乱种业市场
秩序，危害国家种源安全，给农业生产和农民
收入造成损失，应予严厉打击。此次发布的2
件销售伪劣种子案例中，赵某在没有取得种
子经营资质的情况下，购入无任何标签标识
的带菌马铃薯种薯予以销售，导致农户种植

后疫病流行、植株枯死、薯块腐烂，使生产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李某柱等销售未经品种
审定、纯度远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水稻种子，
89 名农户种植后造成大幅减产或者部分绝
收，使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人民法院对上述
被告人依法定罪处罚，该重判的坚决予以重
判，有力震慑犯罪分子，净化种业市场，从源
头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人民法院注重全链条打击制售伪劣农资
犯罪，在坚决依法严惩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
重、社会危害大、主观恶性深的被告人的同
时，对其他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
处罚情节的被告人，量刑时注重体现区别对
待，从而更好地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预防和减
少犯罪。此次发布的张某、司某等销售伪劣
产品案，张某等人组织的“农资忽悠团”涉案
多达十余人，人民法院在依法对主犯张某等
人判处重刑的同时，对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辅助作用，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

情节的涉案人员，准确适用刑罚，确保宽严有
度，罚当其罪。

此外，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积极配合
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规范网络销售农资”

“农资忽悠团”等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行刑衔
接，提升打击合力。各地法院还通过组织旁
听庭审、公开宣判、普法宣传等形式，积极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农资生产经营者
增强责任意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帮助消费者提高识别防范能
力、更好维护自身权益，
促进实现源头治理。

据（新华社）

最高法发布“农资打假”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