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年届67岁的我，虽然积蓄不菲但

却疾病缠身，出于担心自己没有行为能力

后无人照料、被他人侵夺财产，我想趁自

己清醒“未雨绸缪”，选定一名信得过的

人，作为自己完全或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

的监护人。请问这样做行吗？

答：你可以现在自行选定日后的监护

人。《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

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

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即我国

法律对事先监护持肯定态度，允许被监护

人“未雨绸缪”，早早选定、确立自己的监

护人，避免违背自己意愿的人成为监护人

乃至侵害自己的各项权益。其要件为：主

体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协

议要经过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共同协商；

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民法典》第三十四

条还指出：“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

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

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

责任……”

事先监护可通过自行选定监护人 让养老“未雨绸缪”

问：2018年初，我老伴在外出途中走

失。当时，由于多方寻找未果，我就向公

安机关报了案。在老伴失踪后，其前6个

月养老金一分没少发，可到了第7个月就

被停发了。2022 年 1 月份，我向法院申

请，法院作出了宣告我老伴死亡的判决。

岂料，今年 8 月初，我老伴突然回来了。

请问她被停发的养老金应否补发？

答：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退休职工

下落不明期间应从何时停发退休待遇问

题的复函》中指出：“退休人员失踪、下落

不明在6个月以内的，其退休待遇可以照

发；超过6个月的，从第7个月起暂时停发

其退休待遇。”你老伴“死而复活”后，社保

机构应当补发其失踪和“死亡”期间的基

本养老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

因失踪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离退休人

员养老待遇问题的函》中指出：“离退休人

员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后，其家属应按规

定领取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当

离退休人员再次出现或家属能够提供其

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格证明的，经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核准后，应补发其被暂停发放

的基本养老金，在被暂停发放基本养老金

期间国家统一部署调整基本养老金的，也

应予以补调。”

按照这一规定，你老伴可以要求补发

其被暂停发放的基本养老金。当然，社保

机构有权扣除你所领取的丧葬补助费和

抚恤金。 （本报综合）

宣告死亡后又现身 被停发的养老金应补发

【以案说法】

一个多月前，河南省汝州市中

央公园云禅湖里出现一条“怪鱼”，

经相关部门鉴定，确认其为外来物

种鳄雀鳝。经过近一个月的抽水捕

捞，鳄雀鳝26日晚上终于被抓到，并

被无害化处理。除河南汝州外，近

一个月内，北京、湖南、广西、江苏、

青海、宁夏、云南、山东等多地先后

报告发现鳄雀鳝，各地也发起了围

捕鳄雀鳝的运动。

围捕鳄雀鳝的工作还在进行，

但鳄雀鳝只是外来入侵生物中的一

种，而且防范生物入侵也非一朝一

夕的事，需要长期坚持，并形成制度

和习惯。值得欣慰的是，在鳄雀鳝

事件的推动下，一方面汝州市中央

公园和全国各地捉拿鳄雀鳝的行动

为全民上了一堂科学传播课，让更

多人获得了认识外来入侵物种以及

如何防范的知识和行为，另一方面，

也促进了相关部门开展调查外来入

侵生物和提出防范策略的行动。

今年，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门

制定了《关于印发外来入侵物种普

查总体方案的通知》，对10种主要外

来水生生物进行全国性普查，其中

就包含了鳄雀鳝。为此，江苏省淡

水水产研究所就在 8 月 11 日至 13

日，派研究人员开展外来入侵水生

动物普查。

只有调查才可以发现目前中国

有多少种外来入侵生物，之后才能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措施和进行防

范，因此，调查是防范外来入侵生物

的第一步。其次，根据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

联合发布并于8月1日起施行的《外

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提出了防止

外来入侵物种的三道防线。也就是

在源头预防，监测预警和治理修复，

在这三个防线中，源头预防是占据

首位的。

做到源头预防，还需要有超前的眼光。《办法》

第十条提出，“因品种培育等特殊需要从境外引进

农作物和林草种子苗木、水产苗种等外来物种的，

应当依据审批权限向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海关办理进口审批与检

疫审批。”属于首次引进的，引进单位应当就引进

物种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进行风险分析，并向

审批部门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审批部门应当及时

组织开展审查评估。经评估有入侵风险的，不予

许可入境。

显然，引进物种的风险分析和评估报告首先

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其次在提交之后也要经

过专业机构组织专家审查。无论是风险评估还是

专家审查，都需要科学证据，以便评估引入物种的

风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生物入侵过程往往能

够被分解为引入、定居和扩散等过程，而预测生物

入侵的成功率需要考察该生物的繁殖成功率以及

该属其他成员过去的入侵情况等。如果没有科学

手段和结果支撑，在评估和审批外来物种是否可

以引进和不可引进时就会缺少依据和说服力，预

防外来物种入侵也难以落实在行动上。

根据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的统计，目前

中国的外来入侵物种有71类共754种。如果进行

深入调查，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入侵生物，就像鳄

雀鳝在目前还没有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一样。

这也提示我们，一些生物在引进时可能不是

入侵物种，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成为入侵物

种。因此，对于一种生物是否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需要长期科学评估。但在评估的阶段，不管它是

否有入侵特性，只要是外来物种，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同时，

对已经引进的物种也要坚持长期评估，才能及时

发现并阻止其对本地生态环境的损害。（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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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 制时评】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 胡璐）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30日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

议。针对社会公众反映的野生动物伤人、

致害等问题，草案二审稿作出有针对性的

规定。

2020年10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

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会

后，经过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形成了草案

二审稿。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种群调控、建

设隔离防护设施等措施，预防、控制野生动

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的规定；还规定地

方政府采取预防、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和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造成危

害的措施以及实行补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

政予以补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

同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草案二审稿还明确在野生动物危及人

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适当措施造成

野生动物损害的，依照法律规定不承担法

律责任，并增加防止野生动物伤人和逃逸

的规定。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规范野生动

物放生行为，授权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制定放生的具体办法。

增加防止野生动物伤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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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多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

然后果不堪设想。”家住肥东县八斗镇的82

岁老人黄某度紧握着民警的手，激动地

说。近日，肥东县公安局八斗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八斗大街居民报警，称自家煤气

罐着火，整个罐体已经烧起来了，随时有爆

炸的危险。接到警情后，八斗派出所立即

组织警力，带齐装备火速赶往现场展开灭

火救援等工作。

民警到达现场后，只见一砖瓦房内冒

着浓烟，火势已经蔓延到整个狭小空间，一

片火红，整个厨房的所有厨具已化为灰烬，

炙热的温度让民辅警喘不过来气，形势危

急，为避免火势蔓延造成爆炸，民警容不得

多想，立即找到湿抹布捂住口鼻，冲进屋

内，冒着生命危险，一边先用冷水降温，一

边用灭火器将煤气罐上明火扑灭后等温度

下降后将阀门关闭，并移至空旷地方。

经了解得知，老人黄某度独自在家做

饭时，因煤气泄露起火，老人慌乱中扑救不

当导致火势蔓延，所幸无人员伤亡。民警

在扑灭大火后对老人进行用火用电安全教

育，告诉老人一定要小心细心使用煤气，注

意安全。 （王健 汪青）

民房意外起火，民警火速救援

8 月 28 日，舒城

县公安局城中派出所

民警走进辖区老年人

休闲场所，向他们讲

解发生在身边真实的

典型诈骗案例和防范

假币知识。爱老助老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自今年 4 月公安

机关深入推进打击整

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以来，该局多措并举

守护“夕阳红”。

王可海 摄

守护老年人守护老年人““养老钱养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