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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专版
●以案释法●

一、案情简介
乙某带着未成年子女甲某1在小区内活动时，与隔壁小区

居民因物业管理发生口角，争执过程被被告丁某拍摄记录。视
频中，乙某的体貌特征清晰，未成年人甲某1未佩戴口罩，面部
清晰。丁某未经原告许可，向他人发布上述视频。被告丙某因
个人存在类似物业纠纷，在微信群中看到了剪辑、加工后的上
述视频后(包含对甲某1父亲甲某2的负面文字评价)，未核实即
将视频转载到多个网络平台。甲某1、甲某2、乙某认为丁某和
丙某的行为构成对甲某1、乙某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构成对
甲某 2 名誉权的侵害，因此要求丁某和丙某向三原告赔礼道
歉、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视频由丁某拍摄并向他人传播，视
频内容系乙某与邻居在小区中的争执。但视频并未完整地反
应客观事实，主要是针对乙某的贬损。同时，该视频中，乙某儿
子甲某1的面部没有遮挡，完整地暴露在争议视频中，乙某的
体貌特征清晰，因此，丁某的行为构成对甲某1、乙某肖像权的
侵害。该视频内容还导致了乙某社会评价的降低，构成了对乙
某名誉权的侵害。丙某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另外添加对甲某2
负面评价的加工后视频，除侵害甲某1的肖像权，乙某的肖像
权、名誉权外，还侵害了甲某2的名誉权。法院判决丁某向乙
某和甲某1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丙某向三原告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

一审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二、案情分析
肖像权侵权：
法院认为，丁某拍摄并向他人传播的视频中，乙某和甲某1

的面部清晰，构成对他们肖像权的侵害。
丙某转载的视频同样包含了甲某1和乙某的肖像，因此也

构成对他们肖像权的侵害。
名誉权侵权：
法院认为，丁某的视频内容并未完整地反映客观事实，而

是主要针对乙某的贬损，导致乙某社会评价的降低，构成对乙
某名誉权的侵害。

丙某转载的视频包含了对甲某2的负面评价，构成对甲某
2名誉权的侵害。

判决结果与执行情况：
法院判决丁某向乙某和甲某 1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

失。
法院判决丙某向三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一审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三、法律提示
（一）名誉权
1.法律基础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
的名誉。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
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
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
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
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注：《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
起正式施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同时废止。但《民法
典》中关于名誉权的规定与上述《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的
规定基本一致。）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
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
问题的意见》中的相关规定也对名誉权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2.维权途径
受到名誉权侵害的公民或法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
损失。

（二）肖像权
1.法律基础

《民法通则》第一百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注：《民法典》施行后，该条
款内容仍适用。）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注：《民法典》施行后，该
条款内容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三十九条：以营利为目的，未经
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

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公
民或者法人要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过错
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后果和影响确定其赔偿责任。

2.维权途径
受到肖像权侵害的公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

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三）网络平台内容发布的责任
1.法律基础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网络信息内容
服务使用者和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不
得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散布谣言以
及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行为，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条：互联网群组信息
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
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互联网论
坛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发布、传播法
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第七条：互联网信息搜索
服务提供者不得以链接、摘要、快照、联想词、相关搜索、相关推
荐等形式提供含有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六条：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和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2.责任承担
网络平台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得发布违法信息，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络平台应建立健全信息内容审核制度，对发布的信息进

行及时审核，确保信息内容的合法性。
网络平台在发现违法信息时，应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四）证据收集与维权途径
1.证据收集

在名誉权、肖像权等侵权案件中，被侵权人应积极收集相
关证据，如侵权人的言论记录、图片、视频等。

证据应真实、合法、有效，并能清晰地证明侵权事实。
被侵权人可以通过公证、截图、录像等方式固定证据。
2.维权途径
被侵权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
若协商、调解无果，被侵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被侵权人应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
（五）尊重他人隐私与权利
1.法律基础

《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隐私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
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
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
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
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
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
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
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
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
实诽谤他人的，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2.尊重义务
公民应尊重他人的隐私和权利，不得非法获取、传播他人

的隐私信息。
公民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信息时，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

得侵犯他人的隐私和权利。
网络平台应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审核和管理，确保用户

发布的信息不侵犯他人的隐私和权利。
综上所述，名誉权、肖像权、网络平台内容发布的责任、证

据收集与维权途径、尊重他人隐私与权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法
律法条进行规范和保护。公民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
他人的权利和隐私；同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应积极寻求法
律途径进行维权。

（济阳区第三实验幼儿园供稿）

“检察官，虽然我用了毒农药，但种出来的
蔬菜没有毒死人，怎么会说我犯罪了呢？”

“检察官，虽然用了毒农药，但这瓜果我自
己也吃，怎么会说有毒有害呢？”

为提高蔬菜瓜果产量，滥施农药，没有“吃
死人”就不犯罪吗？当然不是。

基本案情
2023 年 1 月，罗某为获取经济利益，在种

植豇豆过程中，明知丁硫克百威农药不能使用
于蔬菜农作物的情况下，擅自将丁硫克百威农
药使用滴灌方式施于豇豆根部，且同批次豇豆
种植过程中，罗某在未满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
的情况下，采摘使用过噻虫嗪、甲氨基阿维菌
素苯甲酸盐两种农药的豇豆并出售，造成克百
威、噻虫嗪、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农残超
标的事实。经景洪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罗某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8000元。同时，根据公诉机关建议，人民

法院宣告被告人罗某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
三年内禁止从事食用农产品种植、销售行业相
关的活动。

多元化履职
为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守法经营，

提示生产风险，景洪市检察院延续多元化工作
模式，同景洪市农业农村局联动协作，以“检察
护企”专项行动开展为契机，邀请人民监督员、
专业合作社、种植农户、农产品生产、收购企业
代表等“零距离”旁听庭审，由检察官“面对面”
普法答疑。

为更好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工作，景洪市检
察院将继续加强综合履职，坚守“检察护企”生
命线，持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打击力
度，将“三个善于”融入办案全过程、各环节，将
护企工作要求落实在办案中，体现在办案效果
上，争取办好“小案件”，保障“大民生”，在打击
犯罪和护航民营经济之间积极寻求最优解，护
航企业“稳发展”。

以案释法
罗某为提高豇豆产量，使用的“丁硫克百

威”属于“部分范围内限制使用的农药”，禁止
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使用。
而农产品种植中易被农户滥用的还有“克百
威”，属于禁止使用的农药，过渡期内（过渡期
至2026年6月1日）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
类、中草药材上使用，禁止用于防治卫生害虫，
禁止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若未遵循安全间隔期、超范围滥用农药或
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蔬菜瓜果等生产的，无
论是否出现“毒死人”的结果，都将触犯刑法第
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将被以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造成他人死亡、中毒或
健康受到损害的，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在此，
提醒广大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务必明晰生产

“红线”，规范喷施农药，依法依规安全生产。
（区农业农村局供稿）

《邻里纠纷导致孩子肖像权被侵害，如何维权？》

种植户因滥施农药，被判刑

●以案释法●

区统计局
开展农业年报培训新《统计法》
学习宣传活动

为深入学习和宣传新《统计法》的最新规定和重点内容，加强农业统计人员法治观念，推进依法统计、
依法治统，近日，区统计局结合全区农业年定报培训会，向与会人员宣讲了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
法》。

会议将修改前后的《统计法》进行了详细对比，重点学习了3条新增内容和21条修改内容。会议强调，
要牢牢把握新《统计法》的重要意义和鲜明指向，深刻认识到学习新《统计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重要举措，切实用新《统计法》解决统
计工作实际问题；要严格贯彻落实新

《统计法》，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弄
虚作假责任制，始终保持防治统计造假
高压态势，守牢统计数据质量“生命
线”。

下一步，济阳区统计局将持续做好
新《统计法》宣传工作，进一步增强统计
人员法治意识，守牢依法统计底线，把
新规定、新要求贯穿到统计工作各方
面、全过程，推动统计工作实现高质量
发展。

（区统计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