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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夫妻共同债务……

法官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5、判决不准离婚后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起诉离婚，法院应判离

○法条指引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

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
离婚。

★法官解读
《民法典》之前，司法实践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七条的规定处理这类案件。

6、不满两周岁子女的抚养权归属不再有争议

○法条指引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

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法官解读
两周岁以下的子女对母亲的依赖度较高，从子女照顾、哺乳

等角度考虑，两周岁以下子女由母亲抚养最为有利。

7、离婚补偿，扩大适用范围，不再受“夫妻分别财产制”限制

○法条指引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

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
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法官解读
根据现行《婚姻法》的规定，离婚补偿只有在“夫妻书面约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条件下才可主
张。《民法典》删掉了“离婚补偿”的限定性条件。新规定施行
后，离婚补偿不再受夫妻分别财产制的限制，只要一方因抚育子
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离婚时就有
权提出“离婚补偿”。

本报讯（记者 叶晓彦 通讯员 宋
凡）秋日的镜河，水清岸绿、鱼翔浅
底。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
获悉，镜河近日新补种的 3 万株水生
植物，与此前栽种的 2 万平方米沉水
植物已形成“水下森林”效果。两年
来，北运河管理处通过生态治理“组合
拳”，让镜河实现从排洪土沟到生态河
道的“蝶变”。

镜河位于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西侧和南侧，长2.4公里，水域面积16万
平方米，蓄水量约 25万立方米，上游与
运潮减河相连，下游流入北运河。在
2018年以前，这里只是一个毫无生机的
排洪土沟，水务部门通过改造、蓄水、绿

化、治理等一系列举措，让这条零生态
排洪河沟变成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
风景河道生态岸线。

如今的镜河，水下植物群间，鱼儿
穿梭自如；水上，菖蒲、芦苇、荷花等挺
水、浮水植物点缀其间。这些都是近年
来北运河管理处对镜河河道实施立体
式“水下森林”生态修复工程的结果。
自去年种植 2 万平方米沉水植物苦草
后，近期，北运河管理处又新种植了芦
苇、鸢尾、黄菖蒲、溪荪等挺水植物近 3
万株，增殖放流鱼苗及底栖动物 500余
公斤，水下沉水植物群与水面浮叶景观
植被带交融成景。另外，管理处通过营
造深潭、浅湾、急流和缓流等复杂生境，

让镜河通过“水下森林”自主“呼吸”，为
水生动植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条件，提
高水体自净能力。

立体式“水下森林”生态修复只是
北运河管理处打造镜河近自然生态环
境的方法之一。管理处用生态的方法
解决生态的问题，在河底及边坡均用粘
土进行生态减渗，河水与土壤自然接
触，健康“呼吸”；在生态管理上还打出

“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
提升”河道生态治理“组合拳”，用精细
的绣花功，绘出镜河的“水月镜花”。

北运河管理处主任李京辉介绍，目
前，通过镜河标准化及信息系统建设，
管理处已实现水生态环境监管的闭环

管理。管理处已在镜河建设了两座水
质自动监测站，在进水及退水口分别安
装了多层流速仪，实时采集水样，监测
流速流量，动态掌握流态、水质、水量、
水情数据信息；与清华大学、市水科学
研究院合作，科学制订水环境应急预
案，预警并高效处置水环境突发事件的
发生，提高了水环境治理科学精细化管
理水平和管理成效，镜河健康状态实现
实时“问诊把脉”。同时，在镜河之上，
每天有两条电动船共计 20余人对河道
开展巡回保洁，做到垃圾漂浮物“一网
打尽、日产日清”。李京辉说，自镜河实
施生态建设以来，河道水质长年稳定在
Ⅳ至Ⅴ类。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昔日脏乱
差的“臭水沟”变身整洁有序的“文化
广场”，西集镇尹家河村村民郑炳旭看
在眼里，喜在眉梢。

郑炳旭就住在文化广场旁边，最
早这里是一片荒地，周边杂草丛生，中
间还有一个2米深的大坑，长年积存雨
水和垃圾，臭气熏天。“臭到什么程度
呢？住在这周边的村民，从来不开窗
户！”郑炳旭说，草长一人高，蚊虫多，
村民们路过这里都要捂鼻子。

今年初，美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开
展，给村民们送来了“妙药”：拆除临近
臭水沟违章建筑的同时，村里还请施
工队把臭水沟也一起填了，最后腾出
4200 平方米的空地。村里召开党员、

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村委会打
造“文化广场”的提案。

紧锣密鼓动工4个月后，整洁有序
的小广场建成了，茶余饭后，村民们在
属于自己的新乐园里享受生活，大家
把精力分到娱乐上，家长里短的纠纷
也少了，“拆违还在继续，没准还能腾
出空地建个篮球场、足球场呢。”尹家
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学森
说，目前，村里还根据村民需求继续美
化村容村貌，比如平整道路、改造排水
沟等。

“谁不愿意走这宽敞的大道呢！
看看我住的这个位置，恰好是村中街
和村前街的交接点，以前每到下雨天，
我打开家门，看到的可不是路，那整个

就是一条河！水都淹到膝盖了。因为
路不平，我们家一直备着雨鞋，现在好
了，路也平了，排水沟也要修了，以后
可能用不上雨鞋喽。”村民王士新说，
从上月开始，村委会陆续修整了村里
的三条“主干道”——第一条道路是横
穿村北的“国防路”，长约 70米，宽约 5
米；第二条道路是横穿村南的“村前街
路”，长约 400 米，宽约 3 米；第三条道
路是纵贯村中心的“村中街路”，长约
400米，宽约 5米。村民们观望了几天
后，都明白自己是这项大工程的受益
者，也希望能够成为这项大工程的参
与者。于是，他们先施工队一步，清理
路面上的枝叶和碎石，甚至你一铲我
一锹地帮着铺路。在铺设沥青时，有

村民担心沥青会污染街坊邻居栽种在
门前的绿植，还默默拿挡板帮忙遮
掩。已经硬化完毕的三条道路将成
为三条景观路，目前，施工队正着手
修建花池。另外，此前路面积水的问
题将通过挖掘排水沟解决，在宽敞的
黑色道路一边，齐整的排水沟会把雨
水、污水统一引流到村口的化粪池去，
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出门溅一身
泥了。

村民张瑞玲向记者谈到环境整治
给她带来的变化:“原来，村里的路面不
平整，坑坑洼洼的，阴天下雨就发愁，
自从修好了小广场和路面，我们没事
就去广场，有了这些健身器材，在家门
口就能锻炼身体了。”

美丽乡村建设改变村容村貌

昔日臭水沟今成文化广场

本报讯 （记者 张丽）美丽乡村
建设让新农村的模样日新月异。张
湾镇村多年垃圾坑退出历史舞台，村
官收集村民意见，将垃圾坑改造为停
车场，村民纷纷拆除自家小菜园助力
家园换新颜。

说起张湾镇村的“大门后头垃圾

坑”，村里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恼，这儿
原是一块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坑
塘，废弃后却成了全村近三分之一住
户的生活垃圾聚集地，以及大量污水
和雨水的存储地。

今年，随着美丽乡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开展，张湾镇村村委会为每户

村民配备了垃圾桶，并集中回收清运
生活垃圾、改造下水管道、硬化路面，
并设置环保型公共厕所，村里的卫生
环境越来越好，是时候让张湾镇村的

“大门后头垃圾坑”退出历史舞台了。
“大门后头”垃圾坑的面积有上千

平方米，闲置后干什么用？

带着这样的问题，村委会走访了
多位垃圾坑周边村民征求意见，最后
决定对垃圾坑进行改造，修建一处公
共停车场。

此消息一出，村里的微信群里赞
声一片。住在垃圾坑周边多年的村民
最激动，尤其支持垃圾坑升级改停车
场。为此，村民李学刚主动拆了自家
在空地圈的小菜园，此举让好几家村
民纷纷效仿，大家一起助力垃圾坑升
级改造。

张家湾镇了解到这一情况，积极
协调相关部门调运120方建筑垃圾再生
骨料，用于回填后的地面硬化，极大程度
降低了村内改造工程的投入。

日前，50 多位工人、10 台机械设
备进村现场施工，经过一周的改造，
原来杂乱无章、垃圾遍布的垃圾坑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坦整齐的停车
场。

据了解，该垃圾坑改造后的停车
场面积有 1000多平方米，至少可停放
30 多辆汽车，供村民免费使用，很好
地缓解了村内停车位紧张的难题。

垃圾坑变成停车场，这一举两得
的做法得到村民的一致点赞。

“虽然我的小菜园没有了，可出
门就能看见家门口这么敞亮，环境美
了、臭味也没了，心里美美哒！”李学刚
激动地说。

征求村民意见 实施改造工程

多年垃圾坑变身便民停车场

整治人居环境 共建美丽乡村

本报讯（记者 代金光 通讯员
张铁媛）查处摆摊设点、占道经营、无
证无照……至9月30日，马驹桥将在
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街面秩序强化
执法专项整治行动，为居民营造整洁
优美、和谐有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连日来，马驹桥镇主管领导带
队，组织城管、交通、环保等部门对全
镇重点点位进行联合执法整治。“为
了给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前期我
们通过汇集、分析、整合，总结出群众
诉求中所涉及重点问题点位和高峰
时间节点，并成立专项整治队伍，加
大对街面环境秩序的监管力度。”马
驹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整治中，联合执法队在早晚高峰
时段，逐个重点点位检查商户集中区
域，对发现的无证无照经营、堆物堆
料、占道经营、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
进行依法查处。对市民举报反映、日
常巡查及人口密集地点等重点区域
摆摊设点、渣土车遗撒和道路扬尘等
问题加大治理力度，进行严格执法，
依法处罚。

在二街村、大葛庄村检查时，发
现个别小餐馆把桌椅、做饭用具、食

品等摆在街道上经营，执法人员立即
查处，警告劝诫经营者遵守正常经营
秩序。

在华润物流、三街村、温馨家园、
马驹桥中学附近检查中发现有无照
商贩和游商，执法人员当即暂扣经营
和交通工具，通知他们接受处理。

“对于屡教不改、屡罚不改、问题
突出的商户及人员，我们将及时向相
关部门通报情况，通过‘街乡吹哨，部
门报到’机制协调予以解决，坚决做
到无推脱、无遗漏，强治理，见实效。”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街面秩序强化执法专项
整治期间，马驹桥镇还将把好关卡，
在出入辖区主要道路设置综合执法
检查站，检查过往渣土运输车、大货
车等。另外，加大对学校、企业、医院
周边监管力度，实现交通和环境秩序
双提升。

群众利益无小事，城市管理精又
细。下一步，马驹桥镇将通过开展长
期性、高强度的执法工作，进一步夯
实市容环境秩序管控基础，为辖区居
民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生活和工作
环境。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 通讯员
李小菡）“刚开始听说学做香囊，还
以为很难，结果发现挺容易上手
的，多亏志愿者教得好！”近日上
午，西集镇郎西村组织 20 名失业妇
女开展了“传承传统文化，DIY 手
工制作香囊”活动。对于村民们来
说，寓意避邪驱瘟、保佑平安的香囊
无疑是最应景、最能给予人希望的
礼物。

中草药、串珠、彩绳、针线等各
式材料一应俱全，各自选样后姐妹
们按照志愿者的提示纷纷动起手
来，把自己对于亲人的祝福都装进
了香囊。虽说志愿者提供了样品，
但心灵手巧的妇女们更愿意发挥创
意，设计自己喜欢的形状，在表现个
性的同时，还展示了自己的针线活
儿。一个小时过去了，造型独特、幽
香扑鼻的香囊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桌
面上，大家笑容灿烂，满眼满心都是
成就感。

当天下午，香囊的味道还未散

尽，活动室又迎来了新的客人，15位
小朋友在这里参加了脸谱绘画活
动。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既有正在
读幼儿园的儿童，又有上小学的学
生。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的小朋友
们对绘画技巧的学习能力、掌握能
力不同，贴心的志愿者安排幼儿园
小朋友们做泥盘，小学生们画脸谱。

“小朋友们，你们要发挥丰富的
想象力，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在场
指导的工作人员说道。调好颜料、
拿起笔刷，孩子们聚精会神投入到
自己的创作中，不一会儿，五彩纷
呈、绝妙新奇的脸谱便呈现在孩子
们的面前。

郎西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也增加了亲子间
的交流，村民们都赞不绝口，接下
来，他们将继续通过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平台为青少年提供更多传统
文化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加强
下一代精神文明建设。

查处占道、无照经营等违法行为

街面秩序整治换来宜居环境
镜河新添3万株水生植物

营造水下“森林”让河流会“呼吸”

做香囊 画脸谱

村民感受国粹学传统文化

（区司法局发布 田兆玉）

婚姻是家庭的开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

细胞，才会有健全的社会。婚姻家庭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2021年1月1日，《民法典》即将生效，这本“社会

生活的百科全书”对婚姻家庭方面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

日前，区人民法院宋庄法庭何杨彪法官走进宋庄镇疃

里村大礼堂，结合案例为疃里村民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亮点及重要变化，疃里村近百名村民在场聆听。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都有哪些亮点和变化？一起来听

听法官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七大亮点。

（接上期）

经过改造，垃圾坑变成了平坦的停车场。记者 常鸣/摄

镜河近日新补种了3万株水生植物，水下沉水植物群与水面浮叶景观植被带交融成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