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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女孩立遗嘱 ：
本不合法，何必多此一举？

防治H7N9也要拯救家禽业

“身份证”是古建筑的“定心丸”

一些地方和工作部门，在防治 H7N9 流感

的过程中，一旦发现与之有接触的禽类市场、

养殖场、流通地，就立即采取关闭、捕杀等手段

予以截杀，似乎借此就能截断 H7N9 流感传

染。其一个直接后遗症就是国内的家禽业在

不经意间躺着中枪了。不为别的，只因这些家

禽与有可能传染、携带 H7N9 流感病毒的一些

禽类是同宗共源。国内家禽业突遭灭顶之灾，

却无任何还手之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省出

台有关扶持和拯救家禽业的政策、措施是十分

及时、完全必要的。

我们知道，一日三餐，肉禽蛋奶。禽蛋安

全，事关民生，更与家禽业密不可分。防止

H7N9，更要拯救家禽业：对媒体和防治机构来

说，要进一步加大 H7N9 流感与家禽的区别与

联系等信息的公开与解释，既宣传 H7N9 流感

防治，又避免误伤家禽养殖业等“次生灾害”；

对于国家而言，在强力支持 H7N9 流感防治各

项经费及政策的同时，更需特事特办，进一步

加大家禽养殖补贴等政策扶植；对普通民众来

讲，要全面掌握相关知识，该吃鸡时就吃鸡；对

于养殖户来讲，要强化生产自救意识，尽量减少

H7N9流感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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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获悉，今年以

来，该厅积极贯彻

实施省政府办公厅

在去年底专门下发

的《关于加强徽派

建筑特色保护与传

承工作的意见》，大

力推动有关市县对

徽派建筑实施普查

建档，防止损毁流

失。今年年底前，

黄山、宣城等地的

徽派古建筑都将拥

有 特 制 的“ 身 份

证 ”。（今日本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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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 流 感

突 发 ，“ 谈 禽 色

变”之风吹过，搅

动了禽产业链上

数 千 万 人 的 利

益 。 为 此 ，我 省

出 台 措 施 ，保 护

种 禽 生 产 ，扶 持

养 殖 和 加 工 企

业 ，提 供 贴 息 及

税 收 减 免 等 政

策 。（今日本报

08版）

非常
道

“错就错在一开始没有收费”。

凤凰古城收“进城费”事件引起商户和游客

不满，对此，凤凰古城文化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叶文智表示，收费其实不是他的公司发

起的。

“县环保局目前有 157人，其中行政编制 11

人，财政全供事业编制24人，剩下的133人均为自

收自支人员。他们吃什么？只能吃‘排污费’。”

记者在中西部采访发现，因为有“排污费”的收

入，环保局成了创收余地大的“好单位”，人员严重

超编。河南一位县环保局长透露，有媒体称：污染

企业成部分环保局“衣食父母”。

这无疑是成龙“捐赠古建筑”风波中值得关

注的新闻。如果当年古建筑都有“身份证”，而持有

“身份证”的古建筑，按照规定严禁迁往省外，成龙

也不可能买来这10栋包括厅堂、戏台、凉亭，被称为

“中国建筑的精髓”的徽派木建筑，而现在也不可能

有流失到国外之虞。

应该说，现在一些文物部门对到底还有多少

古建筑，心中并无数，而许多的古建筑，虽然“古”，

却因为没有一个“古”的“身份”，而处于朝不保夕

之中。比如动辄在城市改造中被拆毁，比如古建

筑及其构件、附属文物的走私、盗窃和违法买卖。

一些还没有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其

保护显然处于失控的状态。

给古建筑颁发“身份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显

而易见的。首先，既要颁发“身份证”，就要“全面调查

徽派古建筑的分布、数量、保存现状等情况，并按照要

求建立文字、图片、录像等历史遗存档案。”这样的工

作，其实本来就是文物保护单位的职责，也是古建筑

保护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没有颁发“身份证”的倒

逼，于文物保护的现状，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而只有确定了古建筑的身份，才谈得到后续

的保护，比如，“在综合评判徽派古建筑价值的基

础上，开展测绘工作，实施挂牌保护，明确保护等

级、要求及责任；按照‘原方法、工艺、材料、形式’

的要求，以就地保护为主，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修

缮、保养。”诸如此类的具体保护措施，也才有可能

落到实处。

“身份证”无疑让每座古建筑吃了“定心丸”。

当然，给古建筑特制“身份证”，并不表明古建筑就

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连“身份证”都没有，古建筑

的保护，就肯定无从谈起。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资

源，历经风雨沧桑，保护本来就不易，实际上，如成

龙收藏的老房子，因为与本土历史因缘文化脉络的

割裂，价值的流失已不可避免。也因此，把保护做

在前面，“不要等失去了才痛心、后悔”，给古建筑发

“身份证”，实在是当务之急。

钱夙伟

余明辉

望“禽”色变 王恒/漫画

南京一处清末民初建造的祖屋，因为

一句“祖屋不能落入外人之手”的祖训让南

京的老彭一家最近颇伤脑筋。现在祖屋登

记在只有13岁的女儿小凤名下，家人寻思

女孩终究要嫁人，因为要留住房子不落外

人手，所以一家人就想把房产过户到今年

刚出生的儿子小龙名下。彭家决定让 13

岁的小凤现在立遗嘱，把名下的这处祖宅

“留给”尚在襁褓中的弟弟。（4月16日《扬

子晚报》）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现实的利

益面前，笔者从来不怀疑某些人的突发奇

想，做出一些充满创意的行为。为了祖屋

不落入外人之手，老彭一家人在“女儿是泼

出去的水，迟早是别人家的人”的思想指导

下做出了匪夷所思的举动，这起事件有两

个看点，一是未成年人立遗嘱，二是企图通

过立遗嘱的方式转让房屋产权。

虽然彭家人已经将这种荒唐的事情做

成了，但是《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

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遗嘱无

效。而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包

括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残障人士等。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遗嘱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如果未成年人

由其监护人代立遗嘱，监护人未必可以真正

表达未成人的意志。笔者认为,应当在一定

程度上尊重未成年人的遗嘱自由，并限制作

为代书人的监护人的代书自由。如果一个

人在其未成年时立下遗嘱，在其成年后有不

同的意思表示，法律也应允许立遗嘱人对其

未成年时所立“遗嘱”的进行修改。

在现实生活中，未成年人的父母处理

房产并不一定完全是为了未成年人的权

益，是否是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还需要提

供证据去证实。如果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

人违反《民法通则》关于“除为被监护人的

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一规

定，擅自处分了未成年人的房产，房地产登

记机构就应该拒绝为其办理变更登记。

我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原则，其自

然包括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这既与我

国的传统民俗有关，又与实质公正有关。

对于此类事件，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是其

最基本的判断原则。让未成年人立遗嘱转

让房屋产权，本不合法，何必多此一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