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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掩盖酒后开车行为，
一名驾驶人自作聪明喝下一瓶药酒，
以为拒不承认就无法被认定酒驾。
这样也能行？事实很打脸。近日，滨
湖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
件，给一些想要玩“花招”的驾驶人敲
响了警钟。

事发当晚，胡某开车接孩子放学
回家后，出门接几名朋友去饭店吃晚
饭。席间，他喝下了朋友自带的白
酒，酒足饭饱后开车回家休息了一会
儿，又看到朋友邀请他去洗脚。胡某

“盛情难却”再次开车出发，一路上
“幸运”地没有遇到交警。不过，就在
他停好车子准备前往目的地与朋友
会合时，一名路人与他擦肩而过，细
心地发现了胡某身上的酒味。路人
问胡某是不是酒驾，胡某觉得对方多
管闲事，双方由此发生争执。看到对
方拿起手机准备报警举报，自知理亏
的胡某情急之下“灵光一闪”，冲进路
边便利店买下一瓶药酒当场灌下。

“我是停车之后才喝的酒，不是酒后
开车”，胡某为自己狡辩，而且自认为
没有被交警当场查获，路人的“一面
之词”起不了作用。

民警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对胡
某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显示胡某
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100毫
升，胡某涉嫌醉酒驾驶，但是他刚喝
了药酒，现场一时无法认定开车前的
状态，民警便带胡某去做抽血检测。
检测结果也显示胡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达醉驾标准。事发后，警方通过追
踪调查，查明胡某是喝酒后开车，并
在路人报警后故意现场灌酒，企图逃
避处罚。

承办检察官表示，“补上”的一瓶
酒并不能遮掩酒驾事实。胡某的做
法属于典型的侥幸心理作祟，明知喝
酒后不能开车，却无视交通法规，以
为只要没遇上酒驾临检就“万事大
吉”，殊不知酒驾行为照样会被揭露
和拆穿。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胡某
被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
元。 （念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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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泽）爷爷
奶奶的房子转归给孙子，但是转身就
被起诉要搬离房屋，还要支付占用期
间的费用。这是什么操作？近日，梁
溪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情况。

老刘夫妻早年间因拆迁获得了
两套房子，当时，他们把这两套房子
赠与给儿子大刘和儿媳，并完成过
户。之后，老夫妻将其中一套房子装
修后用于居住，直至纠纷发生。2021
年时，大刘夫妻感情破裂闹起了离
婚，在离婚过程中，约定这两套房子
一套归大刘，另一套归两人儿子小刘
（2013年生），其中，小刘获得的房子
就是老刘夫妇居住的这套。

离婚案件生效后，令人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2022年，儿媳以小刘
的名义起诉老刘夫妇，认为老刘两人
应当居住到大刘获得的房子中去，需
要立即搬离现在居住的房子，还要支
付占用期间的房租。老刘夫妇既意
外又伤心。

难道老刘夫妇就只能搬离居住
多年的房子吗？“我们审理后认为，老
年人的养老应该是以居家为基础
的，家庭成员应当尊敬爱护老年人，
应该关心照料老年人。老夫妻除了
这两套房产已经没有其他房产可以
住了，而且这一套房产是老夫妻自
从房屋装修好以后就一直居住在内
的。”扬名法庭法官茆倩娣介绍，虽
然房子现在归孙子小刘所有，但从

房产的来源来看，原始产权是归老
刘夫妻所有的，老刘夫妻是基于维
护儿子儿媳的家庭关系考虑，将这
套房子赠与给了儿子儿媳，最终又
转归到孙子身上。现在儿媳却以小
刘的名义强制老夫妻搬离房屋，是
有违家庭伦理和社会美德的。

同时，老刘夫妻已经70多岁了，
而小刘只有9岁，房子赠与是基于祖
孙关系，老刘夫妻居住在房子里并不
会对小刘的所有权造成侵害。大刘
夫妻在接受赠与时，并没有妥善安排
好老人的居住问题，离婚时也没有协
商好居住问题，现在却要求老刘夫妻
搬离居住的房产，也有违尊老敬老的
文明风气。最终，法院驳回了小刘一

方的全部诉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两年来，

由居住权引发的纠纷并不少见，有的
老人觉得家人之间不必算得太清楚，
有的老人则并不清楚其中的法律问
题……本报也曾报道过类似事件
（2022年12月6日A4版《爷爷将房
子10元卖给孙子》）。

那么，老人该如何避免这种事情
发生呢？茆倩娣认为，在此类情况
中，老人需要提前考虑一个问题：自
己所有的房产都贡献给子女以后，养
老如何解决？在重要问题上，应该

“明算账”，提前把话说清楚，可以通
过书面合同的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居
住权。

房子转归给了孙子，不料——

爷爷奶奶转身就被起诉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有一批
防疫用的电子门磁，如今闲置不用，能否发
掘它们的其他用途呢？昨天，记者在中联
新村看到，这些闲置的电子门磁被安装在
小区独居老人的门上，变身为“关爱门磁”，
帮助家人和社区了解老人们的动态，织密
空巢独居老人的关爱服务网。

在中联新村91岁的倪福娣老人家里，
白色的电子门磁装在防盗门的下端，不影
响老人进出。每天早晨，老人会到楼下去
打一遍太极拳，出门时，社区网格员朱嘉琪
的工作手机里就会有老人出门的提示。“知
道她每天正常作息，我就放心了。”小朱表
示，老人是网格内的重点关爱对象，身体非
常不错，自己买菜做饭都没有问题。

老人的女儿华女士已退休在家，离这
里不远，每天都会来照料和陪伴母亲。她
说，母亲目前身体健康，更愿意有自己的生
活空间，不愿搬去子女家。而她有自己的
生活和家庭，偶尔会跟朋友去周边玩几天，
让母亲独自在家，心里总会有牵挂。当社
区告知可以安装一个电子门磁，如果电子
门磁多日没有“动静”，就能及时发现异
常。她和母亲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挺不错，
欣然同意安装。

在网格员朱嘉琪负责的范围内，另一
位杨大爷也安装了门磁。他已年过七旬，
腿脚不太好，一直未婚，没有子女，社区对
他特别关注。安装电子门磁后，网格员小
朱每天打开手机，看看老人有进出记录，就
知道他们一切安好。

据了解，最近一周，中联社区工作人员
在征得老人及其子女同意后，已为10位老
人安装了电子门磁。这些电子门磁原本是
在社区疫情防控时使用的，目前处于闲置
状态，清点之后，共有50个完好无缺的门
磁仍可发挥作用。中联社区的党总支书记
蒋佳超表示，社区有百余位高龄独居等特
殊老人，社区正好想打造一个关爱老人项
目，大家集思广益，觉得电子门磁可以变身
为“关爱门磁”。

此外，电子门磁的提示信息是直通社
区工作人员手机的，他们正在和通信公司
联系，尝试能否分解出来绑定老人家属的
手机。如果使用效果好，他们还将在新村
里推广，为更多有需求的老人安装电子门
磁，这样就可以通过云端监护手段，织密空
巢独居老人的关爱服务网。（黄孝萍/文、摄）

成为独居老人“安全管家”

防疫门磁变身“关爱门磁” 遇路人“多管闲事”

司机现场灌酒
企图逃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