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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一烧烤摊主因违规露天烧
烤，被开出了 6000元的行政处罚罚单。自
《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3月1日实施起，
执法部门对露天烧烤有了更高的处罚力度权
限。

据介绍，这个露天烧烤摊占道经营三个
月左右，执法部门多次劝导，并下达过一次责
令整改通知书。不过摊主始终没有整改，也
引发了周围居民的不满。近日，郑州市二七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执法队员根据违法
情节和占道面积等，对他作出了6000元的处
罚，并责令进店经营。

二七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以往执法部门治理露天烧烤多是按照
占道经营来处理，根据相关条例，罚款最高不
过 500元。今年 3月 1日，《郑州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对露天烧烤
可处以 2000元至 20000元的行政罚款，对社
会影响较大、多次劝导拒不整改的商贩按最
高标准进行顶格处罚。6000元罚单是目前
针对露天烧烤摊开出的最大一单。

郑州开出大气防治条例实施后
最大罚单

违规露天烧烤
罚6000元

陕西淳化县境内客车坠崖事故现场勘察
和各项善后工作继续进行，国务院调查组已
抵达现场。11名伤者中 7名伤情较重，以颅
脑损伤、多发性骨折和肝脾破裂为主。伤者
回忆，车辆行驶到弯道时，司机突然喊了一句

“没有刹车了”，接着车辆失控，车内乱作一
团。

记者前日在坠崖现场看到，事发道路是
坡急弯多、道路狭窄且呈之字形的盘山路，而
事发路段是一个 180度的下坡急转弯，已经
被封锁，路上有清晰的车轮印。

事发路段悬崖之下，大巴车“倒插”于地
面，车头严重变形，在大巴车四周，工作人员
正在搜集着信息。车身旁整齐地摆放着拆除
的座椅，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拆除座椅是减
轻车体重量的重要步骤，将便于调查结束后
对事故车辆拖离。

经初步调查，该事件起因是西安相伴商
贸有限公司以培训讲座为名，雇用 4辆大巴
车，组织以中老年为主的西安市等地民众进
行淳化两日游。目前，车主梁利峰以及涉事
公司西安相伴有限公司法人张萌、经理张海
燕等3名相关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

1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内蒙古阿拉善
盟，以胡杨林闻名中外的额济纳旗，遭遇强劲
的沙尘暴突袭。高约几十米的沙尘暴铺天盖
地，在强劲的大风的助力下快速卷来，让身临
其境的人们惊呼，以为世界末日来临。

近日，南方多地进入雨季，东南沿海和广
西、贵州部分地区频现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
现特大暴雨。多家保险公司提醒，遇到暴雨
天气应避免涉水行车，同时注意户外停车安
全。

16日，福建多地遭遇雷电、短时强降雨
天气。人保财险福州分公司理赔中心主任负
责人介绍，截至当日中午，该公司在福州地区
已经接到 108笔车辆受损报案，绝大部分为
水淹损坏，其中有部分车辆被水浸到挂挡杆
位置，损坏严重。

人保公司提醒，室外停车被雨水浸泡损
坏属于暴雨责任，目前一般的车损险都可以
全额理赔。但业内车险产品普遍规定，如果
车主强行涉水行车导致发动机进水损坏并不
能理赔。广大车友如遇暴雨积水应谨慎避
行，以免保险理赔时出现争议。

南方局部地区现特大暴雨

涉水行车损坏难理赔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伤者回忆陕西客车坠崖瞬间

司机大喊没刹车了

浙西开化县何田乡田畈村，一个淳朴
恬静的小村子，最近因为一件轰动的“大
事”，成了周边村民奔走相告的谈资。

今年初，村东头的汪大爷家中，挖出了
128枚“袁大头”（民国时期发行的有袁世凯
头像的银元）。突然冒出这么一大笔横财，
汪大爷的侄孙，还有现在的房主詹某以及给
汪大爷养老送终的村委会，都介入了对银元
的争夺，并引发官司纷争。

■转了两手的祖屋里挖出银元
“天降横财”该归谁众说纷纭
已故的汪大爷膝下无子，老伴去世后，

他就一直由村委会负责照顾，去世后也是
村里安排的后事。

汪大爷去世后不久，村委会便以继承
人的名义将汪大爷生前居住的土木结构老
屋卖给了他的侄孙汪某。不过，汪某从来
没住过这间老屋，7年前又将闲置的老屋
卖给了同村的詹某。

今年 1月，詹某准备拆了老屋在原址
建新房。就在工人在拆东门墙顶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了一根小铁管，拆开一看，里面
竟然装着大头银元、小头银元等共计 128
块！

很快，汪家老屋挖出了好多银元的消
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庄。汪某妻子找到了詹
某，以自己是原屋主的身份要求平分这批
银元。

詹某当然不情愿，但经不住汪某一家
多次的索要，就给了 14块银元，不过汪某
还是嫌太少。

“汪大爷一直是我们在照顾，按照法律
规定，这个房子是汪大爷的遗赠，房子里找
到的银元也该归属村委会。”就在汪、詹两
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村委会也加入了

争夺银元的行列。
128块银元，就像一大块石头砸进了

田畈村安静的一潭池水中，激起无数涟漪。
■两任房东对簿公堂
村委会退出争夺
今年 4月底，多次索要银元未果的汪

某将詹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詹某归还剩余
的 114块银元。而詹某也提出反诉，要求
汪某返还之前给予的14块银元。

在两家争执的过程中，田畈村村委会
表示放弃这批银元的所有权。目前，已有
90枚银元被法院依法扣押。

前天下午 2点半，巡回法庭准时在何
田乡田畈村开庭，不少村民现场旁听。

汪某认为，詹某拆除的房子原本是属
于自己的，原房主也是自己的叔爷爷，现在
家族中就只有自己跟汪大爷是同属一脉
的，自己当然就是汪大爷唯一的继承人，有
权继承汪大爷的一切财产。

詹某认为，自己是从汪某那里有偿获
得老房及宅基地的，房屋内的一切连同隐
藏的银元当然也都一起属于自己，汪某完
全是无理取闹。

而且，他认为汪大爷晚年由村委会负
责照应起居，负责丧葬事宜，他们之间才具
有事实上的赡养关系，汪大爷死后，村委会
才是继承人，汪大爷的所有财产应当归村
委会继承。现在村委会放弃了银元的所有
权，那么这批银元就是无主物，而自己发现
了这批银元，对于无主物，谁占有谁就享有
所有权。

■法院判决驳回双方诉求
银元可能要“充公”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所诉争的银

元是隐藏物，该隐藏物不因其所藏匿的房

屋的转让而转移所有权，无论是谁掘获银
元，银元仍应当归埋藏人所有，或由其法定
继承人依法继承。

最后，法院当场作出判决，一审驳回汪
某和詹某的起诉（反诉）。

那么，这批银元最终会怎么处理？到
底应当归谁呢？

开化县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依照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挖掘过去地主所埋藏的
银元归谁所有的批复》规定，所掘获银元归
埋藏人所有，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
此外，《民法通则》有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
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据此，詹某虽然是现房主且发掘了银
元，但对银元不享有所有权。而汪某仅能
确认汪大爷系该屋原居住者及所有者，并
不能确认汪大爷或汪大爷父亲系银元实际
埋藏者，没有充分证据证实银元属于汪大
爷之遗产。且即使该银元属于汪大爷所
有，汪某也不能证实其对汪大爷之遗产享
有法定继承权。

法院表示，在该案审结后将作出相应
的司法建议，建议最后如果查不清这批银
元是谁埋藏的，而且找不到继承人的话，银
元最终将“充公”上交给国家。

■这些“袁大头”到底值多少钱？
“袁大头”，是对铸造于民国初年镌有

袁世凯侧面头像壹圆银币的一种俗称。如
果按年号，“袁大头”分为民国三年、五年、
八年、九年、十年版等，均为普通版，唯独五
年版铸量较少。

国内某些收藏网站显示，目前“袁大
头”壹圆版的市场价格在600元左右，去年
最高冲高到1000元，开国纪念银币壹圆版
则在500元左右。

百年老屋挖出128枚“袁大头”

“天降横财”该归谁？

目前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情况怎么
样？事故又是怎么发生的？

发生泄漏的瑞兴化工公司，目前已停
产，而它生产的主产品就是二硫化碳。晋
城市新闻中心主任焦勇介绍：伤员的救治
情况现在基本稳定，生命体征平稳。泄漏
源已经得到封堵，16日 13时，现场处置结
束，现在厂区生活用水集中供水，环保部门
一直在监测。

16日 23点，在厂区的门口，记者仍能
闻到刺鼻的气味。但现场人员未收到防护
要求。晋城市环境应急监测设置了7个空
气质量监测点对厂区和周边村庄进行连夜
监测。环境监测人员表示：厂建硫化氢还
有点超标，现在厂区是达标的。

事发车间的 8名工人已经死亡，包括
现场的副总经理和带班。关于事故直接可
能的原因，据工厂其他工人反映，是违反了
操作规程。

工人：水在管道中流出来，二硫化碳跟
着泄漏了。违反了操作规程，有害气体浓
度大的情况下不允许下去的，他们违章作
业了，违反操作规程了。

记者：现场工人有防护措施吗？
工人：要戴防毒面具。
记者：要求是不是得戴？实际戴了吗？
工人：出事这个岗位，绝对得戴，我来

是看到最后一个人抬上来，那个可能就没
有戴。

山西阳城化工厂泄漏
事故造成13人伤亡

16日7时左右，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瑞兴化工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二
硫化碳泄漏事故，事故造成8人死亡，2名伤员送医院救治。另有3名参
与抢险的工人有轻度反应，正在住院观察。

据了解，目前从技术工艺来说，二硫
化碳的生产，主要是天然气法和“间歇焦
炭法”。其中，间歇焦炭法是比较落后的
那种。早在2014年4月1日，工信部就发
布过《二硫化碳行业准入条件》，要求两年
后，要淘汰污染严重、工艺落后的间歇焦
炭法二硫化碳生产装置。而淘汰的大限，
正是今年 4月 30日。瑞兴化工这次事故
发生时，这个大限刚刚过去，那瑞兴化工
是不是已经淘汰了落后的产能？如果没
有淘汰，为什么还在生产？

据了解，被要求淘汰的间歇焦炭法，

生产时就是高温焦炭和硫磺在炉子里发
生反应，生成二硫化碳气体，然后冷却成
液体。这种先天落后的工艺，不仅容易造
成二硫化碳、硫化氢和二氧化硫等废气的
对空排放，还能产生大量废渣。

而根据中国无机盐协会二硫化碳分
会的公开数据，山西阳城瑞兴化工厂，正
是使用这种落后产能的企业。在瑞兴化
工的事故现场，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的老带
班，也向记者验证了工艺落后、设备衰老
这个事实。

发生泄漏的气体二硫化碳，是重要的
化工原料，是化学纤维、橡胶促进剂、农
药、选矿药剂等不可缺少的中间体。它对
人体健康有危害，是损害神经和血管的毒
物。严重中毒后可遗留神衰综合征，中枢

和周围神经永久性损害。慢性中毒：表现
有神经衰弱综合征，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多发性周围神经病，中毒性脑病。眼底检
查：视网膜微动脉瘤，动脉硬化，视神经萎
缩。该品极度易燃，具刺激性。

事故调查
4月30日“大限”已过 化工厂为何还在生产？

据了解，在5月13日下午，也就是事发
前三天，阳城县刚刚召开全县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年动员会。县长强调，从严从重严
格责任追究，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据业内专家介绍，天然气法设备投资
是焦炭法的 10倍多，加上传统焦炭法原
料要求低，安全投入少，有成本优势，尤其
是目前煤炭价格走低，天然气价格居高不
下，导致两种工艺生产成本每吨相差过千
元。但国家强制淘汰的目的是为了鼓励
清洁生产，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而工信
部的准入条件是安全环保部门颁发许可
证和进行执法监督的重要依据。那因为
生产而发生事故的阳城瑞兴化工目前有
没有许可证？带班工人说出了他所了解

的情况。
工人：间歇式焦炭法生产方式落后一

点。
记者：有没有说要淘汰这个工艺，比

如换天然气的通知？
工人：早就说过了，地区条件不一样，

这个地方，就没有天然气。搞焦炭是成熟
企业，做了几十年，一下接受天然气，投资
大，技术都跟不上。

记者：许可证是有吗？
工人：应该有，后续手续是补办回来

的。政府要求到4月30日停，老板跑着把
手续补回来，边生产边整改。落后的设
备，慢慢的往下替换，不是一下的事情。

事发前曾开安全会 企业边生产边整改

事故原因
使用淘汰生产工艺

工厂违反操作流程

■相关链接

严重二硫化碳中毒 可致呼吸中枢麻痹

巨型沙尘暴袭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