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三

条规定：“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

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

为人民币 15 万元， 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

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2000 元。 ”

删除这一条文意味着铁路旅客一旦发生人身伤亡，可

获得的赔偿金额不再只有 15 万元的上限， 每名铁路旅客

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金额也不再只有 2000 元的上限。 这

一规定也将从明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上述两条例的修改和废除意味着，坐火车遭到人身伤

害，最高可获赔的额度不再是 17.2 万元（15 万元铁路运输

企业人身伤亡赔偿 +2000 元行李损失赔偿 +2 万元意外

伤害保险理赔）。

就在 2011 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中，按照事故救

援善后总指挥部公布的赔偿标准，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

已经超过 90 万元。

至于在废除铁路旅客强制保险费后，火车票价格会否

相应下调，铁路内部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可知。 而事实上，自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铁路客运基准票价率一直没

有调整，始终实施低运价政策。

铁路强制保险被取消后，旅客乘火车将要如何购买保

险呢？“铁路部门应该会借鉴目前航空、公路客运的旅客商

业保险模式，但最终将如何执行现在还不好说。 ”一铁路内

部人士说。 （综合新华社、《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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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虐童幼师被认定不构成犯罪

警方对其作出拘留 15 日处罚，现已被释放

据法制晚报消息 浙江温岭幼儿教师颜某虐童一事

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从温岭市政府新闻办了解到，警方经

深入侦查，认为涉案当事人颜某不构成犯罪，现依法撤销

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羁押期限折

抵行政拘留。 温岭警方 11 月 16 日依法释放了颜某。

浙江温岭 10 月 24 日发生一起民办幼儿园老师双手

拎男童双耳、致其双脚离地的事件。 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

后，引发强烈社会关注。当事老师颜某随即被辞退。温岭市

公安局 10 月 25 日立案， 并对其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0 月 29 日提请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介绍，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该案需要补充侦查。 其

间，嫌疑人亲属又要求司法鉴定。 温岭市公安局 11 月 5 日

依法向检察机关撤回案件，继续侦查。

颜某的代理律师张维玉 11 月 16 日晚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颜某已于 11 月 16 日 21 时 10 分左右返回温岭市

横塘头村的家中。

此前，温岭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了颜某和行政

拘留了童某。 有网友问，为什么她们涉及的不是故意伤害

罪呢？定寻衅滋事是不是比故意伤害处罚轻？对此，警方解

释，颜某涉及的可能有四项罪名：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

害罪及寻衅滋事罪。

对于虐待罪，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虐待儿童罪，刑法规

定，虐待指的是虐待家庭成员。

对于侮辱罪，这罪是需要公诉的才处理，可以由受害

人家长向法院自诉。

对于故意伤害罪， 只有受害人伤势达到轻伤以上结

果，才符合这一罪。

对于寻衅滋事罪，按刑法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

重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的，情节严重的；强拿硬要或者

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

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颜某的行为造成受害

人恐慌、害怕等后果，符合寻衅滋事的立案标准。

另外，事实上，故意伤害罪最高刑期是 3 年，而寻衅滋

事罪最高刑期是 5 年。

房东遭遇车祸瘫痪 房客无偿照顾近 4年

下午 1 时，在食堂里给学生打完饭，洗完餐具后，曹小

壮便急匆匆地骑上电动车往数公里外的“家”赶。 在那个

“家”里，有 81 岁的老人夏菊定和老人 55 岁的瘫痪儿子丁

松苗等着她照顾。

不过，曹小壮与夏菊定、丁松苗并没有血缘和亲情关

系，她也不是他们的保姆。 曹小壮仅仅是借宿在他们家的

房客。 但如今，这位 46 岁的女人已成为这对母子生存下去

的支撑力量，近 4 年来，曹小壮像自家人一样照顾着他们。

曹小壮是浙江省金华市人。5 年前，她遭遇婚变，独自带

着 13 岁的儿子来到上虞市崧厦镇打工。 那时的丁松苗是人

脉广的能人，虽然自己没有成家，但专门帮人介绍婚恋。 曹

小壮通过朋友认识了他，委托他帮忙找户合适的人家。

刚到陌生的地方，曹小壮和儿子无处落脚。 丁松苗看

到自己短时间内也无法帮她找到意中人，便让他们母子先

住进了自家的阁楼。 热心的丁松苗还帮助曹小壮的儿子联

系公办中学，解决了上学问题。

然而，就在曹家母子充满希望地等待丁松苗为他们找

寻依靠的时候，他遭遇了车祸。 丁松苗在重症监护室呆了

4 个月，虽然命保住了，但从此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

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 曹小壮再次陷入了困境，是走还是

留？ 留下来意味着不但要照顾这对孤儿寡母，而且自己再

嫁的计划也会落空；一走了之虽然轻松，但良心不安。

“当时邻居们都觉得我还年轻，劝我不要耗在这里。 但

我儿子说，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丁家帮助过我们，不能

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们。 ”曹小壮说，一番挣扎后，她决定留

下来照顾他们母子。

原先，曹小壮和儿子住在阁楼上，丁松苗出院后，为了

方便照顾，她搬进了他的房间。“儿子大小便失禁，味道很

大，我都受不了，真是难为小壮了。 ”丁松苗的母亲心怀歉

意。 而曹小壮说，对于瘫痪的人，及时处理大小便最重要，

如果不在一个房间，就照顾不到。

如今，曹小壮的生活都围绕着这对没有亲情关系的母

子：早上 6 时前起床，给四口人做早饭；接着洗一大盆衣

服———丁松苗经常把床单和衣裤尿湿， 几乎要每天更换；

在给丁松苗喂好早饭后，她奔向菜场买好菜，把中午饭给

母子做好；然后她骑车去数公里之外的崧厦镇中学做钟点

工，中午 11 时至 13 时，她负责给学生打饭和洗餐具；忙完

后赶回家给丁松苗喂午饭；为了能多赚点钱，她买了台缝

纫机，下午和晚上在家里给当地的制伞企业缝伞套。

靠着打零工，曹小壮一个月有 1000 多元的收入，但几

乎都补贴给了夏菊定家里的生活，一个月还得花去一两百

元给丁松苗买尿不湿。

曹小壮不仅要照顾丁松苗，夏菊定老人身体也不时出

问题，去年她发高烧到休克，曹小壮连夜送她去医院才抢

救回来。“多亏了小壮，不然我们母子活都活不下去。 ”夏菊

定对曹小壮充满了感激。

从 2009 年初丁松苗出车祸至今， 曹小壮已无怨无悔

地照顾这个家近 4 年，她的善良也打动着这个小村庄。“媳

妇都不一定有这么贴心，小壮坚持这么久真的不容易。 ”邻

居丁红专说。

如今，曹小壮和儿子已打算在上虞市扎根，他们的梦

想是未来能够在这个城市拥有一套房子，一家人能够住得

舒服一些。“都是患难母子，同病相怜，我会尽可能地照顾

他们。 ”曹小壮说。 （据新华社）

8 年作案 89 起

屋内藏枪“辟邪”

湖南一“疯狂大盗”罪上加罪被判 14 年

新华社长沙 11 月 18 日专电（记者 刘良恒） 湖南一

“疯狂大盗”唐某 8 年作案 89 起，因心病太重夜夜做噩梦便

买鸟铳（ch

ò

ng）求“辟邪”，却最终难逃法律制裁还罪上加

罪。 湖南湘潭县法院日前作出一审判决，唐某犯盗窃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两罪合并处罚，执行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

金 8 万元。

据悉，2004 年至 2012 年， 家住湖南湘潭县射埠镇的唐

某伙同他人在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长沙市等地盗窃作

案 89 起，盗窃财物价值 62 万余元。 唐某与同伙多采取入室

的方式行窃，现金、电器、食品、烟酒 、黄金首饰 、电线电缆

等，均是他们“搜刮”的对象。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 年下半年， 唐建晚上总是做

噩梦 ，他的同伙建议他买枪放在身边“辟邪 ”。 不久 ，唐某

以 150 元的价格从本镇一老人处购得旧鸟铳一把 ， 并将

鸟铳枪管打磨 、去锈并翻新 ，加装了瞄准镜并购置了火

药和钢珠 。 民警在对他家进行搜查时发现并扣押了该鸟

铳 。 经鉴定，该鸟铳为枪支 。

经湘潭县法院审理，对唐某作出上述判决。

明年起坐火车不再被强制买保险

实施 61 年的铁路强制保险将取消 赔偿上限不再仅 15 万元

中国政府网日

前转发了《国务院关于

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

定》。 其中，《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

保险条例》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废止。 同时，《铁路交通事故

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也被删除。 有关人士

表示，该条例已经施行 61 年，早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

形势和铁路发展，废止是在情理之中。

业内人士表示，《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

定铁路旅客一律参加强制保险， 且保险费含于票价之中，

这与此后实施的《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自愿订立”原

则相违。 至于《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第

三十三条关于赔偿责任限额之规定，也与现今经济发展形

势和实际情况不符，失去了施行的意义。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于 1951 年发布并

施行， 共分七章十八条。 当时就铁路旅客强制保险规定：

“凡持票搭乘国营、或专用铁路火车之旅客，均应依照本条

例之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投保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其手续由铁路局办理，不另签发

保险凭证”。

就强制保险费，条例规定，“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

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

铁路强制意外险遭质疑

坐火车伤亡赔偿不再只有 1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