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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上看，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有哪些特别规定？
钟某莉读者：

的确，从未成年子女年龄角度出发，我国
法律对其抚养有着相关特殊规定。

民法典第 1084 条第 3 款规定：“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
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
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
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
愿。”即就子女年龄而言，其抚养问题应当遵
守对应原则。

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 适 用 < 民 法 典 > 婚 姻 家 庭 编 的 解 释
（一）》第 44 条、第 45 条、第 46 条规定：“离婚
案件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对不满两周岁
的子女，按照民法典第 1084 条第 3 款规定的
原则处理。母亲有下列情形之一，父亲请求
直接抚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患有
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二）有抚养条件不
尽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
（三）因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
“父母双方协议不满两周岁子女由父亲直接
抚养，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
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一）已做绝育手
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二）子女
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
康成长明显不利；（三）无其他子女，而另一
方有其他子女；（四）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
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
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
活。”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颜梅生

我 与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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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问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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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 钟某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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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召开
“家事审判贯彻实施民法典”线上新闻发布
会，发布准确适用民法典及司法解释的8
个家事典型案例。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选取了其中6个案例，以弘扬民法典的价
值引领。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
满一年再次起诉离婚应依法判离

刘某与祝某于 2005 年 12 月登记结
婚，双方子女均已成年。刘某曾起诉要求
与祝某离婚，法院于2019年5月判决驳回
刘某的离婚请求。现刘某再次起诉要求离
婚，并明确不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祝某
表示不同意离婚。经法院调解，双方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认为，第一次起诉经法院判决不
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至今，已满一年，夫
妻感情未得以修复，婚姻关系并未改善。
现刘某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持续提起诉
讼表明刘某要求解除婚姻的意志坚决，应
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祝某主张夫妻感情未
破裂，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应依法适用民
法典第1079条第5款之规定，判决准予刘
某与祝某离婚。

典型意义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
一年再次起诉离婚应当依法判离。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
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法律、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的除外。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
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男方存在过错，女方分得60%夫
妻共同财产

李某与张某于2001年3月登记结婚，
现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张某离婚。张某
同意离婚，认为李某存在过错，要求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张某提交李某微信收藏夹

中与一名女性的不雅照片及较亲密的日常
合影。

关于张某主张李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
一节，法院认为，对于张某提供的照片，因
李某未作出合理解释，上述证据能够证明
李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故分割夫妻共同
财产应对张某予以照顾，张某分得60%，李
某分得40%。

典型意义

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充分体现
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

民法典第 1087 条规定，“离婚时，夫
妻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
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
则判决。”增加的按照照顾无过错方权益
的原则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体现了
民法典惩罚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立
法目的。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照顾无过错
方与离婚过错赔偿可同时适用

王某与刘某于 2008 年 10 月登记结
婚。王某系再婚，与前夫生育一女。刘某
因对继女实施强奸、强制猥亵，被法院判决
犯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6
年。王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主张刘某系过
错方，要求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主张刘
某支付过错赔偿金10万元。

法院认为，刘某对继女的行为已严重
违背伦理道德，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对于
造成双方离婚具有重大过错，分割财产时
对于无过错方王某应予以照顾并支持王某
主张过错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
方权益，与离婚过错赔偿可以同时适用。

民法典既规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
也规定了在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要
体现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对应的两
个法条可以同时适用。本案中，刘某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继女的行为严重违背伦
理道德，不仅触犯刑法，而且对妇女儿童造

成严重伤害，应认定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同
时适用离婚过错赔偿和在判决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相关法律规
定，加大对无过错方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

打印遗嘱要求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

刘某与张某系夫妻，生育4名子女。
某处401号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子女刘
某1持有《遗嘱》一份，主张按照遗嘱独自
继承涉案房屋。该《遗嘱》为打印件，遗嘱
打印时间为2010年3月10日，加盖有张某
人名章并捺手印，另有两名见证人署名。
刘某1同时提供视频录像，录像内容显示
仅出现一名见证人，张某在该见证人协助
下加盖了人名章并捺手印。

法院认为，因刘某1提交的录像视频
并未反映两名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见证
人均未出庭证实《遗嘱》真实性，故对该份
《遗嘱》的效力不予认定。

典型意义

打印遗嘱应符合形式要件。
民法典中首次明确规定了打印遗嘱这

一新类型的遗嘱形式，但由于当事人对法
律规定的认识偏差和思维惯性，导致打印
遗嘱的认识不准确，从而产生争议。民法
典对于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既要求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同时也要求遗嘱人和
见证人在打印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
年、月、日。

一方身患疾病且无经济来源离
婚时可主张经济帮助

魏某与王某于2013年6月登记结婚，
魏某以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王
某同意离婚，但称其身患癌症，现正处于化
疗阶段。其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要求
魏某给付其经济帮助金5万元。

法院认为，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
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
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判决。本案中，考虑到王某暂无

固定工作且患病的实际情况，查明魏某有
固定收入，具有负担能力，故判定魏某给予
王某经济帮助金5万元。

典型意义

一方身患疾病且无经济来源，离婚时
可主张经济帮助。

离婚经济帮助作为独立的请求权，成
立要件有两个，一是夫妻一方在离婚时生
活困难，二是另一方有负担能力。认定一
方生活困难，一般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
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
平。司法实践中应综合考虑是否完全或大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
因客观原因失业且收入低于本市城镇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线、其他生活特别困难的情
形等。

婚内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不属于夫妻
共债

任某与侯某婚后感情破裂，任某向法
院起诉离婚。侯某同意离婚，主张任某与
其共同承担48万元债务。

法院认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
侯某主张的债务系其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
款，且数额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款项未
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并且没有证
据证明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故
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侯某个
人予以偿还。

典型意义

婚内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民法典第1064条新增了夫妻共同债务
的范围，该条文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
定标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
一方个人债务。在平衡保护债权人利益的
同时，对于未举债一方利益进行了立法保
护，对维护家庭和谐稳定、规范交易秩序和
社会秩序有着积极作用。

■ 桂芳芳 李慧萍

很多年轻父母忙于工作，由爷
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帮助带孩子。如
果孩子的父母离婚或一方去世，爷
爷奶奶就面临与孙子女分开生活的
局面，那么爷爷奶奶有权探望孙子
女吗？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笔者用
真实的判例告诉你，隔代探望能否得
到支持，以及具体如何探望。

爷爷奶奶有探望权吗？

目前司法实践中，主流观点还是
支持隔代探望权，但是相对比较谨
慎。支持隔代探望权的最大原则还是
以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同时
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

从判决来看，法院支持隔代探望，
有以下3种情形：

1.爷爷奶奶曾长期抚养孙子女，
与孙子女建立了良好感情的；

2.孙子女的父母一方死亡或丧失
行为能力的；

3.爷爷奶奶能与抚养孩子的一方
协商一致的。

冯某和刘某是夫妻，两人生活
幸福并生了一个女儿冯小某，日常
都是由冯小某的爷爷奶奶帮助照
顾。2016年，冯某因车祸意外死亡，
冯小某开始主要由妈妈及外公外婆
照顾。2017年，再一次见到孙女，两
位老人纵横泪下，要求以后经常看
见孙女，但被妈妈拒绝了，因此两位
老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支持探
望。

调解结案后，法官支持了两位老
人的探望权请求，认为两位老人在冯
某在世时一直帮忙照顾冯小某，有着
深厚的感情基础；目前也没有证据证
明两位老人探望会对冯小某不利，希
望双方抛弃往日恩怨，使冯小某在父
亲冯某去世后，还能感受到来自爷爷
奶奶的亲情和温暖，弥补些许亲情上
的缺失。

需要说明的是，爷爷奶奶行使隔
代探望权，应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与行使隔代探望权
的爷爷奶奶应当相互体谅，协商具体
的探望方式、频率等，避免因为隔代探
望而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的生活或学
习。

如果隔代探望行为确实会对孙子女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利影响，监护人可以起诉至法院，法院认定确
实会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依法终止隔
代探望。

什么情况下，隔代探望求而不得？

也有不少法院判决，不支持隔代探望权。主要
有以下3种情形：

1.爷爷奶奶对孙子女未进行抚养或照顾，并未
与孙子女建立良好感情，探望可能不利于孙子女身
心健康的；

2.因爷爷奶奶与照顾抚养孙子女的一方之间有
严重冲突，探望可能影响孙子女健康成长的；

3.孙子女有一定认知水平和判断能力后，明确
表示不愿意接受爷爷奶奶探望的。

2013年，赵女士和李先生登记结婚，并生育一
个儿子，后双方离婚。李先生的父母常年居住在外
地，与孙子联系较少，祖孙关系比较疏远。后李先
生生病，期间均由李先生的父母照顾，赵女士带着
儿子住在娘家，爷爷奶奶也没有去探望过孙子。
2016年，李先生去世，老两口因继承问题将赵女士
和孙子告上法庭，经法院判决解决。2017年，赵女
士起诉老两口的女儿、女婿构成对赵女士的名誉侵
权，判决二人赔偿赵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后老两口起诉要求探望孙子，但法院并未支持
老两口的隔代探望权请求。法院认为，虽然是丧子
祖父母，但之前生活中并未抚养过孙子，与孙子之间
的感情淡漠，且老两口一家和儿媳交恶，经历几次诉
讼，关系短期内很难修复，孙子年幼，必须由母亲协
助探望，双方打交道时产生矛盾，势必会影响孩子的
健康成长；老两口长期居住在外地，将孩子带到外地
探望，孩子容易产生分离焦虑等反应，也不利于其健
康成长。

隔代探望的方式及频率是怎样的？

根据目前公开的案例，法院支持隔代探望的，方
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1.上门探望，适合孩子比较年幼（如3岁以下）；
2.当天上午将孩子接走、下午将孩子送回；
3.视频通话，适合不在一个城市或不在一个国

家的情形；
4.双方协商的其他方式。
关于隔代探望的频率，则有以下几种：
1.每月探望一次或两次；
2.若孩子生活在域外或其他不同城市的，每月

可以视频1-2次；见面探望时间可以2-5天，具体
双方协商；

3.被告缺席审理的，也未提交书面意见的，法院
因为不知晓孩子的生活情况，一般会支持隔代探望
权，但具体探望方式由双方协商解决。

爷爷奶奶也是孩子的血缘至亲之一，如因孩子
父母离婚、死亡而导致老人无法见到孩子，不仅老
人的情感无法接受，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因此，
隔代探望权的合理保护不仅有利于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减轻其父母离婚、离世对其造成的心理
伤害；同时，又可慰藉老人，缓解老人的痛苦心情，
也符合公序良俗、社会公德及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 潘家永

时下，高温来袭，酷暑难耐。为加强劳动
保护，国家赋予了劳动者特殊的“高温权益”。

防暑降温物品与高温津贴同时
享有权

小徐在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当施工员，
2021年6-8月整个夏季都在顶着烈日出
工。小徐等工友每天能领到数量不等的解
暑饮料和药品，可始终不见发高温津贴。老
板解释：每天发给大家的解暑物品已花去大
笔费用，再要求发给高温津贴不合理。小徐
等工友为此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足额发
放高温津贴，获得劳动仲裁委的支持。

点评

防暑降温物品属于劳动保护措施，高
温津贴则是对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的额外
劳动消耗的补偿，二者不能相互冲抵，劳动
者有权同时享受。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印
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进行了规范，
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北京市
安监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夏季
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指出：6-8月份发放
高温津贴，室外露天作业人员高温津贴为
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含33℃)以

上室内工作场所作业的人员，每人每月不
低于 120 元；用人单位应当为从事高温作
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
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
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停止作业和拒绝冒险作业权

周某等人是某路政公司的养路工，每
年夏天是他们最难熬的期间，有时候室外
气温高达41℃，公司也要他们正常出工。
由于酷热难熬，周某等人以保护人身安全
和身体健康为由要求停止作业，不料公司
竟然以拒绝出工就解除劳动合同相威胁。

那么，周某等人有权拒绝露天高温作
业吗？公司可以据此解雇他们吗？

点评

露天作业有限制。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第 8 条第一项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
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但
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
的除外。安全生产法第54条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
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
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
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本案中，并不存在“因人身财产安全和

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情形，因此，公司
以不出工就解雇相威胁，无疑是强令冒险作
业。如果因此而解雇拒绝出工的员工，则要
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减少工时、停工期间报酬获得权

7月的建筑工地骄阳似火，每天13点-
15点，太阳烤背，某建筑公司于是决定露天
作业的工人停工两小时。员工们觉得老板
很有人情味，哪知，发工资时每人每天被扣
除75元钱。对此，公司解释说，停工期间
自然无工资。

点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8条第一项
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
时，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
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
安排室外露天作业，但因人身财产安全和
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显然，该
公司决定高温天气下缩短工作时间两小
时，是其应尽之责，并非恩赐。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8条第4项规
定：“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
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本案中，该公司减发员工工资，属于克扣工

资性质。如果公司拒不补发，员工可以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85条的规定进行维权。

中暑享受工伤待遇权

孙某是名砂浆搅拌工，2021年7月16
日15时许，他在建筑工地上突然晕厥，经
医院诊断，孙某重度中暑并有中暑后遗
症。根据气象资料显示，事发时监测气温
为39.8℃，超过了高温标准。孙某认为公
司有义务为其申报工伤，可老板说“没磕着
没碰着”，中暑是因自身体质太差，不能算
工伤。后来，律师向孙某伸出了援助之手，
让他如愿享受了工伤保险待遇。

点评

根据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规定，中暑
属于职业病之一。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第19条规定：“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
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据此，孙某当天在高温
环境下工作中暑，应当属于工伤。

需要提醒的是，劳动者在被医院诊断
为中暑后，应及时与单位联系，提供相关材
料，向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职业病诊断，在
获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后才能申请工伤
认定。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