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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看读嘉

■记者 陶玮 图片由武原街道提供

河海相连。自鱼鳞石塘出发，沿护
城河西行，河面渐宽，水流渐缓。炊烟
环绕处，梧桐掩映间，既有青砖黛瓦，又
有石板小路——杨家弄到了。

“在四五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杭州，
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名叫海盐的小县
城。我在一条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
多年。县城弄堂的末尾事实上就是农
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
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
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
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
一些好事……”

这是余华作品《土地》中的一段叙
述，他儿时住了十多年的弄堂就是杨家
弄，“汪家旧宅”则是他的旧居，即今杨
家弄84号。

一扇宽大古旧的木门，依稀可见木
纹裸露，青藤爬满屋檐，阳光穿过花式
木格子窗，在地面形成美丽的图案，清
透、细腻……“汪家旧宅”建于清代，已
有 180多年的历史，为海盐县文物保护
单位，犹如一张老唱片，在岁月的留声
机里慢慢旋转。

杨家弄往东 400米处，是中国十大
名园之一的绮园。清同治九年（公元
1871年），园主冯缵斋于此建宅三进，次
年综合岳父黄燮清经营的明代故园拙
宜园、砚园两废园之精华，妙用了“水随
山转，山因水活”的叠山理水园论，在住
宅“冯三乐堂”后辟地修建园林，命名为
绮园，意为“妆奁绮丽”。余华主演的纪
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曾在这里取
景。

悠悠百年绮园，着实别有洞天，走
过潭影九曲、蝶来滴翠、赏花听曲；游过
晨曦罨画、泥香半亭、幽谷听琴；看过海
月小隐、古藤盘云、百鸟鸣春……灵动
的细节，静谧的氛围，以及那些有着时
光穿越感觉的老物件，带给人的是一种
身心俱安的享受。

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绮园，
海盐建起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绮

园景区，拥有绮园、张乐平纪念馆、张元
济纪念馆、海盐县博物馆、独寤园、绮园
商业街等十大景点，展现了海盐自秦王
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年）置县以来
2000多年的深厚积淀。

历经数次战乱、饱经风霜的朱宅
挂上了新匾“大隐江南”，成为一处集
文化休闲和文化展陈交流为一体的综
合运行平台；狭小、破旧的局弄华丽
变身为一条多元化、个性化、品牌化、
功能化的商业街……一个个有着浓厚
历史积淀的鲜活元素，被赋予了新的
使命。

时光仿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让人
不由自主慢下来，在这份宁静安详里，
用心去体会，去思考。

如何让文旅标识更鲜明？眼下，海
盐正精雕细琢着每一寸土地，有序推进
千年古城复兴项目。杨家弄、绮园正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汪家旧宅”周边，通过古、旧、新
等形式，打造余华书屋、时间大厅、文城
旅社，营造“在时间的影子里，过去从未
离开”的意境。修复绮园桥、文昌桥、北
吊桥，恢复古桥文化。

重塑古城风貌，重振古城功能。今
年，北大街历史文化中心、天仙湖公园
等一批古城复兴项目将相继建成。杨
家弄片区、八园争艳片区、观海园片区、
棉纺厂片区、天宁寺片区、护城河及谷
仓头片区、日出网红片区等，将按照成
熟一个、建设一个的原则逐步展开，为
古城注入更持久的生机和活力。

趁春暖花开，到海盐，享一段老街
石桥、晒盐酿酒、海盐腔骚子歌的古城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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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债己还”才是基本规则
■史洪举

据河南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在河南洛阳，
一名残疾老人的独子因车祸离世，留下一套房
子，还剩57万元银行贷款未还。老人无力偿还，
想要退房，开发商称银行已经放贷，无法退房。
银行则表示：“贷款只有让父亲继承。”

这起“子债父还”事件经报道后引发热议，其
中不乏指责银行的声音，有网友甚至评论称“请
银行证明他父亲是他父亲”。

按照传统观念，“父债子还”或“子债父还”都
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进
步，无论是“父债子还”还是“子债父还”早已不属
于法律的刚性规则，从法律角度讲，“己债己还”
才是基本规则。

根据《民法典》，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
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
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由上可知，新闻中的残疾老人并不对儿子所
欠债务负有清偿责任，除非父亲是共同还款人或
者是担保人。银行可以对房子进行拍卖，所得款
项如果足够偿还贷款，银行拿走57万元，剩余部
分作为遗产归残疾老人所有；拍卖所得款项如果
不够偿还贷款，银行可以继续要求残疾老人以儿
子的其他财产来清偿债务，儿子若无其他财产，
则损失只能由银行自行承担。总之，逝者所欠债
务，只能用逝者生前拥有的财产来偿还，其他人
没有替他还债的义务。在此事件中，残疾老人还
有两个选择：一是放弃继承，完全不管房子拍卖
和债务清偿事宜；二是基于“子债父还”观念主动
偿还儿子的全部债务，但必须出于自愿。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逝者的遗产刚好可以清
偿债务，债权人也未必可以获得足额清偿。因为
根据《民法典》，在清偿债务时应当为缺乏劳动能
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而且，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逝者遭遇车祸等侵
害去世的，其死亡赔偿金等不属于遗产，而是近
亲属应得的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残疾老人若因
其儿子车祸去世获得了赔偿金，由于该赔偿金不
属于遗产，便无须拿出来清偿儿子的债务。

由此可见，银行所谓“贷款只有让父亲继
承”显得有些武断。现实中，继承人在如何处理
逝者债务问题上有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当逝者
财产较多时，继承人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自己的
方式继承遗产和清偿债务。长远来看，经济高
速发展下，随着贷款、借款现象增多，债权人也
应充分做好预判和风险评估，以免“人死债消”
后让自己蒙受损失。

■金 鑫

1000 斤鱼苗“哗啦啦”蹦跶
进钱塘江，一入水便四散开去，
它们将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态之
旅……前不久，一场特殊的放鱼
苗活动在海宁举行，现场，3名赔
偿义务人和海宁市法检两院、人
大代表、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等
共同将鱼苗放流至钱塘江中。
据了解，这次放生的鱼苗都是适
宜钱塘江流域生产、繁殖的鱼
种，鱼苗价值达16000余元。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放鱼苗，
其背后是海宁市积极推进行政
与司法联动，充分运用生态恢复
性司法理念，建立生态司法修复
常态化机制，推进生态环境“破

坏者”向“守护者”转变的有益探
索。此次购买鱼苗的 16000 余
元，来自海宁法院2022年度审理
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案中当事人缴纳
的生态损害赔偿金，3 名非法捕
捞水产品的当事人参加放鱼苗，
他们作为赔偿义务人的“代表”
亲眼见证了生态司法修复的过
程，自己也完成了从“破坏者”向

“守护者”的转变。“我们缴纳的
生态损害赔偿金，变成鱼苗又回
到了钱塘江，我们用自己的双手
来恢复被破坏的环境，真的让人
感受深刻。”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司法修
复机制的双重意义：一是及时修
复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二是让

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受到教育，同
时给社会公众以警示。

谁破坏谁担责，破坏生态环
境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早在
2017年，嘉兴就启动实施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机制，“环境有价，损
害担责”被确定为刚性制度，并
内化为社会共识。“应赔尽赔”是
必须的，但仅此还不够，无论是
执法还是司法，制裁惩罚只是手
段，教育引导才是目的，解决问
题才是根本。相比简单的判刑、
罚款，更应着眼于让当事人受到
教育、知错改错，同时让被破坏
的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将损失降
到最低。这些年来，我市综合运
用货币赔偿和替代性修复两种
方式，强化损害生态环境主体对

生态环境实施补偿，不断创新修
复路径，积极探索开展替代修
复、异地修复等多种修复机制，
完成了从“谁破坏谁担责”到“谁
破坏谁修复”的升级。

办理一个案件、恢复一片生
态、教育一方群众，不仅“谁破坏
谁担责”，而且“谁破坏谁修复”，
生态司法修复机制可谓司法理
念的一大进步、司法实践的一大
创新。通过责令当事人从事修
复劳动、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等方
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推动司
法判项落地，从而达到生态环境

“异地修复、恢复生态、总体平
衡”的修复效果。这是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是司法
实践与环境保护的良性联动，更

有利于生态环境常态化保护，同
时有利于培育生态文化、生态道
德，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入人心。

“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
水常在”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
或缺的背景，我们要站在“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高
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不断升级环保力度，创新环保机
制，让人人都成为生态环境的

“守护者”。

短短一个月，国际金价连续突破1900、2000美元两大整数关
口。尽管最近价格有所回调，但3月初以来，黄金价格积累了较
大涨幅，在众多资产中表现抢眼。随着金价再次回到历史高位，
市场分歧也在加大，黄金还会有怎样的表现成为众多投资者关
注的焦点。 ■漫画 王 琪

■何立嘉

近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
境”成了舆论场上的高频声音。
在国新办3月28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将开展“清朗·优化营
商网络环境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专项行动，着力维护企业和企业
家的网络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网
上恶意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
誉等违法违规行为。

当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它便成了营商环境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为企业发展营造
更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就成了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着力点。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针对
企业和企业家，特别是针对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各类不
实声音和传言乃至恶意“泼脏
水”行径时有出现，损害企业品
牌形象，侵害企业家合法权益，
甚至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
营，导致企业蒙受经济损失。
优化营商网络环境，就是要聚

焦网上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问
题、突出问题，开展集中专项治
理，完善长效工作机制。这不仅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也
是大力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
的必要之举。

具体来看，专项行动将依法
依规及时处置网上涉及企业的
六大类虚假不实信息，包括捏造
事实、主观臆断、歪曲解读、恶意
关联等；依法依规处置网上涉及
企业家的六大类侵权信息，包括
泄露个人隐私、诋毁侮辱谩骂、
虚构私生活话题等；严厉打击网
上恶意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
声誉，甚至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
违法违规行为。这些治理措施
非常具有针对性，在当下全力拼
经济，“时代呼唤广大民营企业
家谱写新的创业史”的大背景
下，更可谓正当其时。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成
长壮大的沃土，更是民营企业发
展的信心基石。党的二十大报
告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
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
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
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
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
益 ，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
事。近年来，受多种内外部因素
的影响，民营经济发展遭遇的
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对此，更加
旗帜鲜明地维护好企业和企业
家的网络合法权益，才能排除干
扰，让他们心无旁骛地谋发展，
做大做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中央
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
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
胆发展，为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
动力。毫无疑问，为企业发展营
造更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对恶意
损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声誉等
违法违规行为坚决说“不”，这是
对待自己人该有的态度，也是对
民营企业坚定的支持。

让生态环让生态环境境““破破坏坏者者””变成变成““守守护护者者””

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黄金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