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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公安

厅获悉，自2015年公布全省“终生禁驾”人员名单以

来，公安交管部门继续加大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逃

逸、“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2021年4月1日至4月30日，安徽新增终生禁驾人

员40名。

据了解，在这40名终生禁驾人员中，29人是因

交通肇事逃逸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再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11

人是因饮酒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

终生不得再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40人中驾龄最

长的29年，驾龄最短的不足2年，年龄最大的55岁，

年龄最小的仅22岁。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处罚，意味着“终生

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能驾驶机动

车”。对一些人来说，终生禁驾不仅意味着出行不

便，甚至可能失去工作的机会。公安交管部门将此

类人员录入驾驶人管理黑名单，并实施动态监管，在

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一旦发现禁驾人员报名，系统会

自动锁定。若被终生禁驾后仍开车上路，当事人一

旦被查处，将按照“无证驾驶”给予罚款和行政拘留

15日以内的处罚。

此外，4月1日至4月30日，全省新增13名因涉

毒被公安交管部门注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人员，全部

是吸毒成瘾未戒除人员。13人中驾龄最长的24年，

驾龄最短的不足1年，驾龄在3年以内的有4人，年龄

最大的54岁，年龄最小的仅19岁，其中有2名女性。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接受警示，引以

为戒，自觉抵制酒驾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安徽新增终生禁驾人员40名 年龄最小仅22岁

银行取款遭遇“证明你妈是你妈”
合肥退休老人借助《民法典》取走已故存款人存款

母亲去世数年，自己手持母亲的活期存折到银行取款，却遭遇

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你弟是你弟”。

为此，合肥市的退休老人杨先生“现学现卖”，利用刚刚颁布实

施的《民法典》，与银行较真，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 本报记者

“自打我母亲95岁去世已经快三年了，可是她有

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存折，存折上还有7万多块钱，

这事连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的。”杨先生告诉记者，

2014下半年，母亲原单位三十多年前分的一个小套房

子被拆迁了，到了2015年春节前，母亲的病情加重，医

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为了避免财产纠纷，作为长子的杨先生趁着母亲

意识还算清醒时，为母亲拟好遗嘱。

杨先生介绍，为了慎重，他找来了在家做了十多年

的老保姆胡阿姨，又找了给老人治病的医学教授，作为

见证人。而遗嘱中就写明，老人财产由3个孩子共同

继承，协商处理。

“我母亲是2018年春节前去世的。”杨先生回忆，

2020年12月中旬，自己接到小弟电话说，收到街道居

委会通知，母亲的回迁房已经建好，要交房了。直到此

时，自己才第一次看到小弟那有一张写着母亲名字的

银行的活期通存通兑存折。

据介绍，该张存折是回迁房未能按时交付，社区居

委会发放的拆迁租房补贴费。

“当时折子上有2万多块钱，租房补贴一个月800

元左右，一年约1万。”杨先生解释，回迁房租房补贴是

什么时候交房什么时候停发，没交房前就会每年往这

银行折子上打租房补贴款。

杨先生拿着存折到银行查询得知，该存折自2016

年以来至现在，拆迁有关部门往存折上打租房补贴款

7万多元。

经过询问，杨先生得知，第一次使用存折，必

须本人亲自过来办理；如果本人去世了，就要按遗

产流程办理银行要求的相关手续、家庭成员协议、

委托书、再到公证处提交要求的种种关系证明后，

办理遗产继承公证书，并按钱额比例交费后，凭这

公证书才能到银行柜台办理遗存款提取。

考虑到遗产继承公证书办理的时间也是期限

难定，快慢还取决于提供的证明材料的早晚及有

效性，杨先生想起了之前保存的那份遗嘱。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杨先生，该存折己被发存折

的该行支行将取款功能锁死，除了卡上名子的本人，

持身份证亲自去柜台激活后才行，否则就是一个能

进款不能取款的死折子，没启用也就没有密码。

杨先生告诉记者，之后自己又找到了司法局

官办的公证处咨询遗产公证，公证处表示要填写

公证表格。存折上有多少钱按多少钱收费，除存

折外，还有无其它财产，按表格要求填出；提供表

格各项要求的原始材料及各种关系证明的原件。”

“公证表格上要求的第一个母子关系证明材

料就是原始户籍底根。”据杨先生介绍，父亲是军

人，没有户籍和身份证。部队的驻地也换过多次，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断变换的人员和机构，到哪

去找这户籍底根，他没有把握。而公证处要的是

原始户籍底根。

之后，杨先生辗转找到当年居住地的辖区派

出所。派出所所长告诉杨先生，可以去找其母亲

原单位人事部门，找到人事档案里的干部或职工

登记表，自己再按上面的内容给出个派出所证明。

存款人已故 存折存款难取

杨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反复考量，杨先生决定

转变思路，向律师和公证处求助。经过了解，杨先

生得知遗产继承并不是只有公证一条路，可以依

据《民法典》进行申请。

“我当时给公证处打了电话进行咨询，公证处

的工作人员给的解答，也证实我的想法是正确可

行的，尤其是还留下了电话录音，让我信心大增。”

杨先生前往银行询问得知，取7万多块遗存款，没

有公证书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出示遗嘱后，该银行行长表示，杨先生提供

的文书缺少其兄弟的委托书，需要杨先生的兄弟

到场，并带上身份证和户口簿。

据介绍，后来杨先生的两个弟弟都到了银行，

不过对方以“无法证实身份为由”拒绝放款。

最终，经过报警，兄弟三人的身份才算被

证实。在经过后面两天不间断的反复交涉，银

行请示上级单位后，最终给杨先生办理了取款

手续。

“从一开始的准备，到最终的取款成功，我没

有感到输或者赢。”杨先生表示：“我只是坚持了对

的东西。几个月的取款之路，让我感到茫然和漫

无目标。”

改变思路 借助《民法典》取出存款

针对此事，记者多次联系该银行，对方均以

“暂时不便透露”为由，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

记者搜索发现，2021年1月《民法典》正式实

施后，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

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项的通

知》（后称《通知》），要求银行在第一顺序继承人、

公正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无需办理继承

公正，可直接向银行申请办理提取业务。

《通知》要求，申请人应当提交能够证明存款

人死亡事实和亲属关系的材料，并作出承诺。两

部门表示，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流程由原

先“继承公证+银行审核”简化为仅由银行进行审

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节

省公证费用支出，使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

“银行要求必须进行遗产公证，他们依据的

是1993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

条例〉的若干规定》为依据。”安徽皖衡律师事务

所主任曹采峰表示，实际上，银行的这个规定是

没有法律依据的，与《继承法》《物权法》《公证法》

均有抵触。

曹采峰解释，《继承法》从来没有规定遗嘱一

定要经过公证才能生效，《公证法》第十一条规定，

办理继承、财产分割、婚姻状况、亲属关系公证事

项，属于公民自愿申请公证事项，不属于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而根据《物权法》，

共有人作为连带债权人，任何一个债权人都有权

要求银行这个债务人履行债务，至于谁去行使债

权，这是债权人之间的事情，与银行无关。

“存款人死亡后，亲友只需要根据银行正常的

程序取款就行。只要死者家属持死者的存款凭证

和死者的身份证，再带上代领人的身份证就可以

取款。”曹采峰认为：“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只要

能证明代领人与死者有亲属关系，是死者财产继

承人之一就行了。”

律师：亲友根据正常程序取款即可

老人去世3年才知还有7万元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