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帮忙带娃

引发婆媳矛盾

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小

夫妻闹离婚一旦到了要去法院打官司

的地步， 往往情况比较复杂， 不是感

情纠葛剪不断理还乱， 就是财产难以

分割清楚。

然而， 当事人小周找到我咨询的

这起离婚纠纷， 情况其实并不复杂。

小周和小梅大学毕业后通过相亲

相识， 两人工作稳定但薪水并不高，

双方的家境都非常普通， 因此也算得

上是“门当户对”。

结婚两年后， 他们的儿子旦旦出

生了。 本来小夫妻一直享受着“两人

世界”， 倒也岁月静好。 可是由于儿

子的出生， 小周不得不求助父母帮忙

带娃， 于是两位老人搬来和他们同

住。

这下， 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顿时

起了波澜， 两代人在思想观念、 生活

习惯方面差异巨大， 尤其是在带孩子

这件事上， 小梅作为年轻人有自己的

想法和做法， 而公公婆婆却仍然坚持

着“传统” 的那一套， 对小梅的很多

做法颇有微词。

小梅和公公婆婆不断因为各种生

活琐事而产生矛盾， 进而发展到吵闹

的程度。 小周虽然尽力调解， 却常常

是两头受气。

小梅休完产假重新上班之后， 在

业绩上表现得十分亮眼， 而恰巧在那

段时间， 小梅公司来了一位新的领

导， 他对小梅十分赏识， 很快就给她

升了职。

但在工作上春风得意的同时， 小

梅和婆婆的矛盾却逐渐激化。 一次，

她因为一件小事和婆婆发生口角， 忍

耐已久的小周突然“爆发” 了。 这次

他站在了母亲这边， 把小梅骂了一

通。

小梅一气之下收拾东西独自回了

娘家， 连当时才一岁半的儿子也不管

了。

冷静了几天后， 小周发消息、 打

电话劝小梅回家， 但小梅表示， 自己

需要沉静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未来。

为了挽回妻子， 小周开始寻找带

孩子的阿姨， 打算接回妻子后就让父

母回家， 平时将孩子交给阿姨照顾。

然而， 他却突然等来了一纸应诉

通知， 小梅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和

他离婚！

妻子起诉离婚

法院作出判决

在收到应诉通知后， 小周尝试和

小梅做了沟通。 得到的答复是， 她离

婚的决心已定。

小梅表示， 自己要离婚首先是基

于小周对于未来没有任何规划和打

算， 捧着“铁饭碗” 得过且过， 其次

是和小周家人已经无法相处， 希望双

方都能趁着年轻各奔前程。 她还表

示， 希望小周同意儿子由她抚养。

多次沟通后， 小周已经确定了妻

子离婚的决心。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

为自己对于财产可以适当作出让步，

但希望儿子能由他抚养。

由于对儿子的抚养权双方无法达

成一致， 因此， 案件最终经历了审理

和判决。

在了解了案件情况和双方的态度

后， 法院很快就作出了判决： 准予两

人离婚， 儿子旦旦判给了小梅。

如果应诉得当

结果可能改写

“我妻子回娘家以后有两个多月

没看过孩子， 平时都是我和父母带

着。 法院怎么会把儿子判给她呢？”

面对愤愤不平的小周， 我首先向

他解释了法院做出判决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 规定： 离婚后， 不满两周

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

则。 由于妻子小梅起诉离婚时， 儿子

旦旦尚未满两周岁， 因此只要她没有

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法定情形， 法院一

般都会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母亲。

但是， 根据小周的情况， 事情本

不该走到现在这样的地步。

考虑到妻子小梅当时是弃儿子于

不顾回了娘家， 因此， 小周在争取抚养

权上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离婚时他是

实际抚养孩子的一方。 因此， 小周应诉

时如果表示不同意离婚， 由于没有法律

明确规定可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破裂的情

况， 法院通常在第一次起诉时是不会判

决离婚的。

依照法律的规定， 在法院作出不准

予离婚判决的半年之后， 小梅可以再次

起诉离婚。 但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儿子

已经超过两周岁了。 根据相关法律和他

们的实际情况， 我认为法院基本会以不

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为原则， 将抚养权

判给小周。

但由于小周没有委托专业律师， 而

是独自应诉并作出愿意离婚但希望争取

抚养权的表示， 导致判决结果事与愿

违。

虽然我跟小周一再说明， 这样的判

决因为没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

错误， 所以即使他提起上诉， 改判的可

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但小周还是提出了

上诉。

不久后， 他告诉我， 二审法院维持

了原判， 前妻小梅已经接走了儿子。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 诉讼是非

常专业的法律事务， 即使不是每个案子

都有必要聘请律师代理， 但应对之前起

码应该向法律专业人士作一定的咨询，

以免应对不当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抚养权争议是夫妻离婚

时的主要争议之一， 根据相

关法律， 司法实践中法院判

断和确定抚养权归属的关键

是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原则。

我国 《民法典》 第一千

零八十四条规定：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

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 进一步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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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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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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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 父

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

同， 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

女， 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

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

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

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

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 可以

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

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确定抚养权归属

应考虑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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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风平浪静的“两人世界”， 随着孩子的出生和老人帮

忙带娃而起了波澜， 最终掀起一场导致婚姻破裂的惊涛骇浪。

但明明是妻子弃孩子不顾回了娘家， 为何最终法院还是

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她呢？

婆媳闹矛盾

妻子回了娘家

孩子扶养权

为何判给女方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