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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民，为权利的细节发问

权利法定。

有多少权利，在你不知不觉中被侵犯？ 又有多少权利，被你懵懵懂懂放弃了？

“‘大盖帽’可以随便扣押我身份证吗？ ”在网上，这个问题被问了一万多次。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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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行的
居民身份证法早已规定：不能！ 却仍有许多人不知情。

公法领域“法无明令授权不可为”。 了解公权力的“边界”，是保护我们自己权利的第一步。

依法治国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关心“权利的细节”。 他们以“公民”的身份，为了自己的权利发问。

我问城管，

为我那小小的货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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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残疾青年小贩张平，想
对城管发问：

“你们是否有权力没收我的东
西？没收时是否要开条子？万一损坏
了怎么办？ ”

张平幼时因事故失去了右腿，

小小年纪就辍学离乡，以擦鞋、卖报
纸为生。曾辗转多个城市的他，遇到
过形形色色的城管队员。

“有的城管执法比较文明，遇事
能耐心解释，” 但也有人执法粗暴。

曾有个执法人员命令他： 报刊不许
放地上，只能用手捧着卖。张平担心
报纸被没收， 只好双手抱着几十份
报纸杂志， 用仅有的一条腿站了很
久。

城管究竟有没有权力没收东
西？ 这个问题始终让他疑惑。

我们找来了执法者为他解
答———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执法大队新虹中队执法队员
孔维明。

“以上海为例， 查处占道设摊，

主要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可以暂扣当事人经营兜售
的物品和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工具，

无没收权。暂扣时要开具暂扣单。当
事人接受处理后， 城管执法部门应
及时返还。 ”

孔维明为张平们支招： 如果物
品损坏，当事人可以提出行政赔偿；

而如果对暂扣物品有异议， 可以提
出行政复议或到法院进行行政诉
讼。

“地区不同，规则可能不一。”重
庆壹地律师事务所律师柯振强
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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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台《市政管理
检查行为规范》后，不准没收摊
贩商品。

柯振强表示，支持张平的发问。

摊贩的每一张报纸、每一枚水果上，

都负载着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利。

我问警察，为我神圣的证件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拦住我，看
我的证件？ ”

提问者熊国宾，一名来自江西的
青年农民工。 他每天的工作，是切割
塑钢材料， 将它们和玻璃组装成门
窗。 从北京到新疆，许多城市的房子
里都安装着他的劳动成果。

他对证件的关注，是从暂住证开
始的。“常能遇到有人查证件。特别是
收容遣送办法没取消时，没暂住证被
抓到就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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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警告要遣送
回家。 ”

令他心存疑惑的是， 要求查看他证
件的人，并不主动出示证件。 “究竟谁有
资格查我的证？ 我可不可以先要求他亮
证？我的身份证‘大盖帽’可不可以扣押？”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扣押居民
身份证。 ”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法制
支队支队长周庆说，除非是公安机关
依照《刑事诉讼法》执行监视居住强
制措施的情形。

他表示，依据《居民身份证法》，

只有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在五种
情形下，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

居民身份证。例如对有违法犯罪嫌疑
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依法实施
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
时等。对于出示证件后的公安民警的
合理合法要求要积极配合。

遇到不明身份的“神秘人”要查
身份证？ 周庆说，第一要确定是不是
民警：一是看警服，二是看警官证。如
还有疑问，可到附近公安机关派出所
或警务室核实。

你那小小的、头像还很可能丑丑
的身份证，真的很神圣。

我问法官，为我“风能进、雨能进”的老屋

我的老房子如果被强制征收，我
不接受补偿条款怎么办？ 会不会“买
个菜回来”就被强拆了？

提问者徐品熙老人是新疆库车
人。 七年前他和妻子迁居外地，用大
半辈子的积蓄买下一套老屋。房子有
近三十年历史，颇为老旧。

他的问题，我们带给了重庆江北
区法院副院长方剑磊。 他表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征收

补偿决定如存在七种情形，人民法院
应裁定不准予执行。其中包括：“明显
缺乏事实根据”“明显违反行政目的，

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严重违反法定
程序或者正当程序”等。

此外，时间也是权益，要当心“坐
等误期”。 上海市律师协会不动产征
收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马永健提
醒，如果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
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又在规定的时
间内不搬迁，市、县政府是可以申请
强制执行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期限都是
从文书送达才开始计算的。即使你拒
绝签收，征收方也应根据法律规定采
取‘留置送达’。 如果对方只是将文
书往信箱或门缝中一塞， 送达程
序就存在问题，你就可向法院提出
文书没有送达，不应强制执行。 ”马永
健表示。

一味回避、暴力抗拒、坐等协商
都不理智。守护老房，就要走出老房，

依法维权。 法律给的“武器”，不妨用
得充分些。

我问交警，为我疑惑的罚单

“当女司机的雨刮忽然在晴天开
动， 小心她要转弯了”———人们这样
调侃“不靠谱”的女性驾驶员。

上海市民顾月兰认为，再靠谱的
司机，都难免无意违章。 她最担心遇
上“橡皮筋执法”：“交警有自由裁量
权，依下限罚还是上限罚，到底谁说
了算？ ”

内行人士支招：首先，为了避免
一线执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一些

地方已经在法定处罚标准范围内进
一步具体确定处罚规定。了解这些具
体规定，对维权有好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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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执法经验的江西南
昌交警王刚说， 以无证驾驶机动
车为例，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
罚款上限是

2000

元。 南昌根据本
地经济发展、群众收入水平等综合
考虑，规定无证驾驶机动车罚款

500

元。

“人们的问号， 反映了一定的现
实情况。 ”行政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
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执法不严谨、不
规范甚至损害公民权益的事仍时有
发生。

群众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种期
盼，更愿执法者的每一个回答，都是
一次自律。程序上的正义和细节上的
严谨，应当成为执法中的常态。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