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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大学生宋某见某厂有许多工
人上夜班，遂在厂门口摆夜宵
摊。该厂严禁烟火，宋某未采取
防护措施，还遮挡了消火栓。

【点评】:

《消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八条分别规定：“禁止在具有火灾、
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
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办理审批
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
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

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
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
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即摆摊
不得危害公共安全。

颜东岳

并非可以不设防

【案例】:

看到有些人逛摊是图便宜，
在校大学生徐某遂通过销售假冒
伪劣食品来降低成本。

【点评】:

摆摊并非什么都能卖。《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食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活动，应当符合本法规
定的与其生产经营规模、条件相适
应的食品安全要求，保证所生产经
营的食品卫生、无毒、无害，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其加强监督
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摊贩
等进行综合治理，加强服务和统一
规划，改善其生产经营环境，鼓励和
支持其改进生产经营条件，进入集
中交易市场、店铺等固定场所经营，
或者在指定的临时经营区域、时段
经营。”《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
二百一十四条、第二百一十五条也
分别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
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
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并非什么都能卖

【案例】:

大学生韩某发现所在城市某
处三岔路口人来人往、车水马
龙，人气非常高，觉得这是一个

占尽商机的黄金地段，是摆摊经
营的好地方，于是选择在该处三
岔路口占道摆摊经营。

【点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
一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
通活动。”也就是说，并非哪里
都可以摆摊。

并非哪里都能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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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摆摊应知的法律“硬知识”
投资小、门槛低的

摆摊经营，是一些在校
大学生历练自己、获取
创业经验、赚取生活费
的首选。但摆摊不能
“随心所欲”，应当知道
这些法律“硬知识”。

【案例】:

大学生张某在学校后门摆了
一个小吃摊，由于生意好、人手
有限，导致污水横流、垃圾遍
地，张某却置之不理。

【点评】:

摆摊难免会产生废气、废水、

废料、废渣等污染物，因而为了营造
干净卫生优美的生活环境、为了他
人的身体健康，不能什么都不顾。

《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四十二条
分别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环境的义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
依法承担责任。公民应当增强环境

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
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排放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
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
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
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
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
危害。”

并非可以污染环境

编辑同志：
与丈夫结婚后不久，丈夫便时

不时对我实施家庭暴力。如今我已
忍无可忍，决定提起离婚诉讼并要
求丈夫给予赔偿。请问：在丈夫否
认实施家庭暴力的情况下，我该如
何收集证据？读者 李芳芳
李芳芳读者：

对家庭暴力证据的收集方式、
途径是多方面的。

《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
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分别规定：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
的虐待和遗弃。”“实施家庭暴力”
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
害赔偿，即已明确将禁止家庭暴力
列入法典，同时赋予了受害者享有
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其中的家庭
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
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
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
等侵害行为。鉴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
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
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
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
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决定了对于家庭暴力事实的认定，
同样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由
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且往往是
突发的、没有准备的，受害者如何
尽可能多地收集证据成为难点。就
此应当如何收集证据呢？《反家庭
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
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
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
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
力事实。”与之对应，在遭受家暴
后，应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或居委
会、村委会、妇联组织、司法机关
等寻求帮助，伤情严重应及时前往
医院治疗，这些单位组织形成的如
报警记录、出警记录、伤情鉴定意
见、接待记录、调解笔录、诊断证
明、病历资料等可以反映事件发生
情况；对于目睹人员或事后参与调
解、治疗的人员，亦可作为证人证
言提供。另外，还要注意保存撕破
或出血的衣物等与施暴凶器、施暴
者的书面保证、微信聊天记录、受
伤照片、现场录音录像等证据。

颜梅生

遭遇家庭暴力，

该如何避免

“举证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