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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娟芳）“居住权”
是房屋交易环节中一个重要的存在，
在“山西省存量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中也对“居住权”有所明确。那么，如
何登记设立“居住权”？需要哪些资
料？日前，太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
台的不动产居住权登记操作办法给出
具体的登记指南。

居住权是指对他人所有的住房及
其附属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民法
典》明确，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
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

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设
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不得转让、
继承。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
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应当及时办理注
销登记。

太原市不动产居住权登记的操作
办法明确，居住权首次登记分为以合
同方式设立居住权、以遗嘱方式设立
居住权，以及因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
书设立居住权等几种情况。

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首次登记

的，申请人应当是设立居住权合同的
双方当事人，其中一方是不动产登记
簿记载的全部产权人。群众在办理居
住权登记时，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申
请书、身份证明、记载用途为住宅的不
动产权证、居住权合同等资料。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申请首次
登记的，在遗嘱生效后应当先办理转
移登记后办理居住权首次登记。居住
权登记申请人应当是遗嘱设立的居住
权人和已办理继承转移登记不动产登
记簿记载的全部产权人。办理居住权

登记时，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申请书、
身份证明、记载用途为住宅的不动产
权证、生效的遗嘱、遗嘱人的死亡证明
等资料。

因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居
住权首次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是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调解等文件中确定的享有居住权的当
事人，申请方式是单方申请。办理居住
权登记时，申请人应当提交不动产登记
申请书、身份证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等文件。

本报讯（记者 魏薇 通讯
员 张梦）4月 1日上午，我市在天
龙山仙居园举行了一场主题为“生
命·礼赞”的缅怀纪念活动，追思那
些走到生命尽头仍然奉献不止的
遗体捐献者。

当日，市红十字会牵头举办纪
念活动，省市红十字会、市民政局、
市仙居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医
学生代表、捐献者家属及志愿者们
在现场，共同向无私奉献的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者表示深切怀念，致
以崇高的敬意。遗体捐献者在医
学界被尊称为“大体老师”，他们以
特殊的生命教育，传承奉献精神，
支持医疗事业的进步和发展。遗
体捐献主要用于医学教学和科研
工作，器官捐献则主要是为了器官
移植和挽救生命。正如现场一位
前来纪念的捐献者家属所说，遗体
器官捐献是平凡人作出的不平凡
的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越来
越多的人对遗体器官捐献有了更
积极的认识，登记咨询人数日益增
长。

据介绍，我市自 2000 年开展
遗体捐献工作，目前全市遗体（角
膜）捐献登记志愿者 1541人，人体
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23061人；遗
体捐献累计实现 358例，角膜捐献
实现 192例（380枚角膜），器官捐
献实现 183例、捐献大器官 522个；
累计让 242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使 516 名器官衰竭患者重燃生命
的希望。

数字的背后是用生命延续生
命，用生命拥抱生命，用生命成就
生命的故事，是最无私大爱的馈
赠，是最温暖感人的传递。市红十
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会继
续坚守人道初心，做好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的宣传咨询、登记服务、
缅怀激励、人道救助等工作，让社
会铭记他们无私的大爱善举，同时
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支持这项爱
心事业，为生命接力，传播大爱正
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

“不动产居住权”登记指南来了

生命礼赞
感恩奉献

我市举行遗体捐献者
缅怀纪念活动

18 岁的小杰（化名）手持马
克笔，涂涂抹抹中，画纸上出现
大小不一的色块。这幅色彩浓
烈、风格抽象的画作令人惊叹，
颇具毕加索的画风。小杰患有
孤独症，是太原市安健儿公益
服务中心出了名的“小画家”。
在4月2日“世界孤独症关注日”
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小杰。

画作惊艳

走入位于东安路的太原市安健
儿公益服务中心，便被清新的艺术气
息所包围。走廊里悬挂着水彩画、剪
纸作品，接待室内，瓷盘、黄麻包、帆
布包、文化衫上皆是色彩明快的画
作，图案不一的扎染作品更添一分雅
致。“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太
原市安健儿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王
秀燕带着自豪的口吻介绍。

画室里，一名男生正手执马克笔
埋头画画。“这就是小杰，他常常一画
就是两个小时不挪窝。”美术老师申
琼英拿出小杰的画作一一展示。

小杰的绘画作品大多数为临摹
作，但在临摹时，却形成自己的风
格。申老师拿出一幅临摹梵高《义勇
兵》的马克笔画，有强烈的毕加索风
格，以颜色不一的色块来表达，颇具想
象力。再拿出一幅小杰的插画作品，
线条勾勒细腻，色彩瑰丽大胆。一幅
幅画作看过去，件件令人爱不释手。

发挥潜能

王秀燕大学时研修的专业就是
美术，曾从事了多年的艺术设计工
作。她深深地感受到，艺术对人的心
灵有疗愈和抚慰作用。太原市安健
儿公益服务中心成立后，孤独症孩子
的课程内容包含有大量艺术内容，包
括绘画和音乐。孩子们的美术体验
也十分丰富，丙烯颜料、水粉、马克
笔、水彩笔、蜡笔等画材应有尽有，并
融入扎染、剪纸、手工等丰富的表现
形式。

小杰来到该中心不久，王秀燕就
发现，每次只要一画画，小杰就特别
投入，直到一幅画作完成。申琼英也
发现，课间休息时，大多数孩子都去
玩耍，但小杰常常找她画画，对绘画
的热爱可见一斑。

针对孤独症患儿具有的行为刻
板等特点，美术课上，老师常常带孩
子们临摹名作和优秀的插画作品。
大多数孩子仅仅是“涂鸦”，而小杰却
展示出令人惊艳的想象力和造型能
力。

妈妈说，小杰从小就喜欢画画，
绘画赋予他自信，以及独特的人生体
验，令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珍藏留存

“看看这些画多好！”不光小杰，
孩子们的每幅美术作品，王秀燕都精

心保存。
王秀燕介绍，孤独症又称自闭

症，是以社会交往障碍、沟通障碍和
兴趣范围狭窄，即重复刻板行为为主
要特征的发育障碍。这类孩子又被
称为“星星的孩子”。一些自闭症儿
童拥有“碎片技能”或“孤岛能力”，有
时在一个特定的兴趣领域表现出过
人的天赋，如艺术能力（绘画）、音乐
能力（演奏乐器），和机械记忆（数值
计算）。

在该中心，不光小杰，还有几名
少年也颇有绘画天赋，画作令人过目
不忘。即便是天赋一般的孩子，在拿
起画笔后，也会展示出独特的画面风
格。

为了使公众更了解孤独症孩子，
王秀燕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将孩子
们的画作“搬”到了黄麻包、帆布包、
瓷盘、围巾等多种艺术衍生品上，展
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孤独症孩子
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成年后的就业问
题，这些衍生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孩
子们实现了自我价值。

王秀燕计划，如果有机会，未来
与一些机构合作，使孩子们的画作有
更多展示的机会，让公众渐渐了解和
走近这一特殊的群体。

记者 侯慧琴 文/摄

“星星的孩子”在色彩中“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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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杰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