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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刘某是跑长途运输的，平时从山东运输青菜至广东，再从广东运输一些水产品返回。
2016年7月2日，像往常一样，刘某与广东佛山一水产品公司签订《水产货物运输协议》，约定由

刘某驾驶冷藏车承运该公司的一批活鱼，前往杭州、上海、苏州，运费为5300元；期间，如发生货物短
缺、质量损坏及延时等责任问题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承运方负责赔偿。

随后，该水产公司将鱼全部用泡沫箱盛好装进刘某的冷藏车。为在运输过程中给鱼供氧，保证
鱼的鲜活，水产公司还在车内安装了两只液态氧气瓶，其中，氧气瓶与泡沫箱间用塑料软管进行了
连接输氧。

2016年7月3日中午，当刘某驾车行至衢州市衢江区境内高速公路时，冷藏车厢突然起火。刘
某停车后，立即赶至与驾驶室相独立的冷藏车厢查看货物。不料，在打开车厢后门的瞬间，车厢内
喷出火焰，将刘某大面积烧伤。

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出动消防车赶赴现场扑救。刘某后经医院诊断为：多处烧伤 95%
Ⅱ°-Ⅳ°及吸入性损伤。

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显示，起火点大约为车厢尾部右侧二只杜瓦瓶（即氧气瓶）之
间的阀门处距车厢后门0.3米、距右车厢内壁0.2米；起火原因可排除小孩玩火、电气及线路故障、雷
击、遗留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纵火、吸烟等，无法排除氧气遇油脂后发热，引燃可燃物导致火灾。

刘某要求该水产公司赔偿损失未果，故就其花费的医疗费合计690143.99元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官说法：
庭审中，刘某与该水产公司产生了争议。
首先，对于火灾事故认定书中的“油脂”来源，刘某认为油脂来自于该水产公司提供的氧气瓶或

软管；该水产公司则认为油脂来自于刘某的冷藏车厢。其次，对于火灾事故导致刘某人身损害的过
错责任，刘某认为该水产公司存在过错；该水产公司则认为运输途中的风险责任应由承运人即刘某
自行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消防部门在告知不能确定“油脂”具体来源后，原、被告双方在近7个月的
时间内，未提供可以受理鉴定“油脂”来源或起火原因的机构；而大火烧毁了现场，当然也烧掉了“油
脂”，法院亦不能直接认定“油脂”的具体来源。在此情况下，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
条及2015版危险化学品目录，液氧属危险化学品，刘某存在未定期检查货物车厢、运输手续不规范
的事实。

与此同时，法院认为，事发前刘某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缺乏危化品知识，在车厢外体温度较高未
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盲目开启车门；事发时应急施救措施不当导致烧伤，缺乏安全意识，运输途中也
无该水产公司的人员陪同，疏忽了自身安全造成自身受损的后果，其本身存在过错，法院酌定刘某
自负60%的过错责任。

作为托运人的该水产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将有关危险物品的名称、性
质和防范措施的书面材料提交给作为承运人的刘某，也未向其告知液态氧气的危险性及使用注意
事项。而按常理，鲜活水产品的装运及液态氧气瓶的安装、连接、开启供氧均由托运方的该水产公
司完成；虽然“油脂”来源不能确定及查清，但该水产公司附带的两只开启状态的液态氧气瓶及塑料
软管、泡沫箱，均为助燃物、可燃物，为火灾事故的发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埋下了事故隐患，故该水产
公司对刘某的损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酌定该水产公司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刘某医疗
费276057.60元。

该水产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遂上诉至衢州市中级法院。近日，衢州中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有读者问：
我10岁的儿子目前是名小学生。为方便儿子上学，近日，我

用自己的身份证件，为孩子办理了共享单车手续。三个月前，我
儿子骑车快速进入人行道时，忽然发现行人刘某迎面而来，惊慌
失措之下，我儿子将刘某撞伤。

交警部门根据上述情况，认定我儿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近
日，刘某找到我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请问：我应否给予赔偿？

本报作答：
你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未满12周岁儿童禁止骑单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的人员必须年
满 12 周岁。你儿子年仅 10 岁，却骑公共单车上学，无疑与之相
违。而交警部门对事故的认定结论，也正好表明刘某所受到的损
害完全是因为你儿子违章骑行、遇行人惊慌失措、采取措施不力
所致。

另一方面，该案中你应担负监护不力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作为孩
子的母亲，应承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养责任。本案中，你作
为儿子的监护人，不仅没有尽到上述责任，还用自己的身份证件，
为儿子办理了共享单车手续，纵容儿子使用单车。在此过程中，
你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儿子自身可能会造成伤害或造成他人伤
害；或已预见但又轻信可以避免，造成了主观上的过错。也正因
为如此，决定了你必须对刘某所遭受的损失“买单”。 颜梅生

保管同事工资却遭贼手
需要进行赔偿吗？
有读者问：

一个月前，我同事李某领到两个月的工资后，与我相约一同
上街。临近中午时分，因我有事需要先回公司，李某便将其7000
元工资交由我带回，让我等她回去后再还给她。

为防止被盗，我将她的工资连同我的一起放在手包里，并紧
紧系在自己的手腕上。可在乘坐地铁时，手包却仍被小偷以割取
的方式窃走。请问：我应否对李某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作答：
本案涉及到保管合同问题，保管合同指的是保管人保管寄存

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李某将工资放在你处带
回，等她回去再给她，无疑与之吻合。

《合同法》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
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
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
说，当同时具备两个要件，保管人无需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担
责：一是无偿保管；二是保管人没有重大过失。

首先，本案中你与李某之间属于无偿保管。正因为李某将工
资交给你保管时，并没有向你提过报酬，你也没有向李某要过报
酬，双方之间没有协商，加之事后你与李某并没有“协议补充”，决
定了你对李某工资的保管当属无偿。

其次，你对李某工资被盗没有重大过失。对于重大过失的界
定中，有一条：即行为人尽到与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注意义务的，
不属重大过失。你将李某工资连同自己的工资放在同一个手包
并锁上，还将手包带子系在自己的手腕上，说明彼此的工资已经
享受“同等待遇”。

因此，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廖春梅

“网购”
新华社徐骏 作

49.9元一份还“包邮”，可回访可刻章……记者调查发现，正值暑期高校学生实习高峰期，一些网络平台上
有人售卖虚假实习证明，价格从20元到200元不等，有的甚至还可以“私人订制”。专家指出，买卖虚假实习证
明行为损害了社会诚信，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与打击力度，同时高校应加强学生诚信教育，维护正常的实习实
践秩序。

小学生骑单车撞伤人
家长该担责吗？

装液氧的冷藏车突然起火
司机下车查看被烧成重伤

医疗费该由谁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