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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保护令”帮遭遇家暴母女走出危机

她总把“离婚”挂嘴上你讲我听

答 问收征

离婚多年就无权参与分割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上海市创导律师事务所
（23101200110613587）
闫东方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1010221346）
咨询预约电话：021-61439858
地址：长宁区凯旋路    号

东方明珠凯旋中心    室（轨交 
号线、 号线、  号线虹桥路站，6
号出口右转即到）

市民求助：
邵女士离婚多年，最近想把自

己的户口从前夫家迁出，却被告知，
前夫家的公房已被拆迁。对此，邵
女士一无所知，前夫和女儿也从未
向其提过此事。

邵女士与前夫崔某于    年
  月登记结婚。    年 月，邵女
士将户口迁至崔某母亲所有的房
屋中。不久，邵女士生育一女小
崔。    年崔某母亲的房屋动
迁。当时，邵女士也是动迁被安置
人之一，动迁方为邵女士一家三口
安置了一处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
屋）。该房的《住房调配单》上租赁

户名一栏写的是崔某的名字，家庭
主要成员有邵女士、小崔两个人的
名字。

    年 7月，邵女士因与崔某
感情不和，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
判决准予其离婚，系争房屋由崔某
居住，另外，法院出具的判决书记载
有以下内容：“系争房屋系公有房
屋，男方、女方在该房内均有居住和
使用的权利，但是客观上该房面积
狭小，女方外出租房居住，保留女方
在房屋内的居住权。”

    年 月，上述房屋（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被征收拆迁，该户拟获
得征收安置补偿款项共计人民币
   余万元。邵女士了解情况后，
找到前夫和女儿，质问他们为什么
要隐瞒征收的事情，要求分割征收

利益。崔某和女儿一致认为，邵女
士和崔某已经离婚多年，系“空挂户
口”，无权参与分割征收利益。崔某
还称，因为邵女士无权参与分割，没
有必要告诉她关于拆迁的任何事
宜。女儿小崔甚至扬言一分钱也不
会分给邵女士。前夫和女儿的态度
令邵女士十分伤心。
律师帮忙：
邵女士找到我们咨询。在全

面听取了邵女士的陈述后，我们认

为本案征收安置补偿利益应该由

邵女士、崔某、小崔三人均分。首

先，按照《住房调配单》的记载，邵

女士是系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

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公房居住权纠

纷案件的意见明确：对于原始受配

人，一般不轻易认定其公房居住权

利的丧失。对于原始受配人长期

不实际居住系争公房的情况，应结

合具体情况分析，如因家庭矛盾、

居住困难、服兵役、服刑等原因，长

期不实际居住的，不能就此认定其

丧失系争公房的居住权益；具体到

本案，邵女士虽然离婚后长期不在

系争房屋内居住，因其原始受配人

身份，不能认定其丧失了系争公房

的居住利益；其次，法院的生效判

决书已经认定，保留邵女士的居住

权；第三，邵女士户口在册，从结婚

到离婚，长期在系争房屋中实际居

住，且他处无房，完全符合认定同

住人的条件。所以，邵女士无疑应

该有权分割征收利益。

后邵女士委托我们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平均分割征收补偿利

益。由于年代久远，相关资料不易

获取，我们律师团队费尽周折，终于

调取了系争房屋的住房调配单等相

关证据。案件开庭审理后，法院完

全采纳了我方的意见，判决邵女士

获得征收利益150余万元，全部支

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桑先生带着妻子小简找到我，让我帮帮他
忙，说是妻子现在跟他闹离婚。

小简是个娇娇女，在家俨如公主，家里人什
么都依她，不依就发脾气，不是哭就是闹。小简
第一次婚姻就是因为太作离了婚，留下一个十
来岁的孩子。虽然孩子归前夫，但小简与孩子
还是有正常来往。桑先生是经朋友介绍与小简
相亲的，第一次见面，桑先生对小简一见钟情。
虽说小简是二婚，但情人眼里出西施，恋爱不到
一年，桑先生就与小简喜结良缘。

婚后小简享受着丈夫的宠爱，过着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每天回来吃完饭，就坐在
沙发上玩手机，一点都不顾及劳累一天的丈
夫。桑先生要求也不高，只要小简天天在家呆
着，做不做家务无所谓。但小简玩心很重，只要
有朋友叫她出去玩，她根本不会征求桑先生意
见，转眼就出去了。小简喜欢卡拉  ，但从不
约桑先生一起唱，都是与朋友相约去嗨歌，即便
通宵，也毫不犹豫应约，从不考虑丈夫做好饭菜
在等她，一个“今晚我不回来了”的电话，就算跟
丈夫交代了。小简还喜欢管闲事，哪个朋友心
情欠佳，让小简陪她唱歌，小简便会一直陪到朋
友心情好为止再回家。

一天，小简告诉桑先生自己怀孕了，这让桑
先生喜不自禁，越发用心照料小简。谁知让桑
先生无法接受的是，小简怀孕五个月时，也不跟
桑先生商量，竟将胎儿偷偷打掉了。伤心的桑
先生请假一个月，与母亲一起精心照料小简。
但小简不领情，桑先生很是沮丧。小简玩心重，
没过多久就要外出，桑先生只得陪着，小简就发
牢骚说，自己像犯人一样被丈夫和婆婆管着。

小简还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常把“离婚”
挂在嘴上，一不开心，就嚷着离婚，让桑先生很
是头疼。小简到点下班还没回来，桑先生打电
话关心她，她就怪丈夫在管她。桑先生不打电
话，又说桑先生不关心她，还不允许对方解释，
一解释就是闹离婚。两人结婚一年不到，离婚
已经提出不下十次。每次小简与前夫所生的孩
子来家玩，桑先生就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可
小简还是不满意，让桑先生不知如何是好。这
不，这次就是为了孩子的事，两个人争了起来，
小简又提离婚。原来，去年  月初，孩子一家
都“阳”了，小简硬要把孩子接回来。婆婆怕感
染，劝小简过段时间再把孩子接过来，桑先生
同意母亲的意见。蛮不讲理的小简又跟桑先
生闹起来，非要让桑先生跟她一起去办离婚手
续。百般无奈的桑先生拉着小简找到我，让我
评评理。

整个现场基本上都是桑先生在说，小简并
没有反驳，只是一脸的不屑，看来小简是个长不
大的女孩。我问小简，丈夫有什么错要离婚？
小简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我告诉她：婚姻自由，
包括离婚自由，但你已经有两段婚史，你口口声
声把离婚挂在嘴上，就不考虑丈夫的感受吗？
你现在是桑先生的妻子、桑家的媳妇、孩子的妈
妈，但你哪个角色尽到了责任？你还是停留在
做姑娘的角色上。夫妻双方的家庭地位是平等
的。这么好的丈夫你视而不见，婆家对你的照
顾你毫不领情，这样的婚姻离了也不足惜。见
小简一直没吭声，我示意桑先生和她先回去，希
望我的一番话会让小简有所醒悟。

人民调解员 青云

今年3月16日，浦东检察院“紫丁香”未

成年人检察团队拿到了一份未成年人小A的

“心理疏导与评估报告”，上面写着“小A近来

情绪已好转很多”。

检察官顾颐蕾一直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

下。她拿起手机，联系了小A的母亲C女

士。“自从有了人身安全保护令，陈某某再也

没有骚扰过小A。小A现在情绪明显好转，成

绩也有进步。”C女士的语气难得轻快。

一条令人揪心的求助线索，一份保护受

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紧迫心情，一项人身

安全保护令裁定，帮助一对遭遇家庭暴力的

母女走出危机——这是让检察官顾颐蕾难忘

的72小时。

一位母亲的热线求助
今年2月21日，浦东检察院“紫丁香”未

检团队接到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热线移送

的一则求助线索：一位母亲拨打热线，称丈夫

陈某某对女儿小A辱骂、跟踪，威胁了孩子的

人身安全，希望相关部门介入。

接到这条求助线索后，承办检察官顾颐

蕾立即与C女士取得联系。原来，C女士有多

次遭受丈夫家暴的经历，正读初中的女儿小

A有时也会受到“牵连”，母女二人难以忍受，

于是在外租房居住。

今年开学后，陈某某每天在校门口围堵、

跟踪女儿，言语和肢体动作透露出的威胁

让小A感到不安和害怕，生活、学习被严重

影响。

支持起诉刻不容缓
经过审查C女士提供的申请材料，检察

官确认小A目前面临的情况属实，她急需一

个稳定、安全的生活、学习环境。

2月22日晚，顾颐蕾写好了《支持起诉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本案申

请人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维护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保护其人身安全，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本院决定

支持起诉。”

“作为一种民事强制保护措施，‘人身安

全保护令’能在受害人遭受暴力侵害的情形

或现实危险时，起到威慑施暴者的作用，以

此庇护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申请人，在施

暴者和受害人之间建立一道‘隔离墙’，保

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甚至生命安全。”她介

绍道。

裁定落地吃下“定心丸”
2月23日一大早，检察官将《支持起诉

书》送到法院。经审理，法院于当天作出人身

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小A父亲陈某某实施

家庭暴力，禁止骚扰、跟踪小A。收到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一刻，C女士母女俩心安了，小A

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

72小时检事告一段落，但温情仍在涓涓

流淌。检察官从C女士处得知，这段时间以

来小A情绪不好，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于

是联络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评估她的心理状

况，进行心理疏导。心理咨询师也为小A的

母亲提供了陪伴女儿、减轻女儿心理压力的

专业建议。

一个月后，当检察官再次联系C女士时，

她说自从拿到人身安全保护令后，陈某某再

也没来骚扰过她们母女，小A已经调整好状

态，进入中考冲刺阶段。检察官表示将会持

续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落实情况，确保母

女俩能够安全、健康地学习、生活。

本报记者 潘高峰
通讯员 王畅

一条求助线索   小时紧急救助

看车“耳朵”有没有收起

来，就可以判断车有没有上

锁？一男子凭“经验”深夜拉车

门盗窃，自以为天衣无缝，实则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经

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某有

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千元。

事情要从张女士的一次

“奇葩”遭遇说起。2022年12

月14日，张女士将车辆停放于

自家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坐在

车内后排玩手机。过了不久，

一黑衣男子突然打开其前排驾

驶位车门并坐进车内，开始到

处翻找车内财物。直至张女

士开口向对方询问情况，对方

才发现后座居然有人，便谎称

醉酒喝多逃离现场。张女士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随即牵

出多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

自2022年12月起，王某每

隔几天都会来到附近小区的地

下车库，趁着夜深人静寻找没

有上锁的汽车，通过拉车门方

式寻找目标盗窃车辆。据王某

交代，很多高端车型都具备锁

车后自动折叠后视镜功能，他

凭借这种“经验”进行判断，对

未折叠后视镜的车辆尝试拉车

门后实施盗窃。

2023年1月18日，经金山

区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以涉

嫌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进

行逮捕。到案后，王某如实交

代了当日的情形，并供述了其

他盗窃情况。经查，王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先后多次盗窃

他人财物共计15000余元，数

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检察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
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
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生活中一些司机朋友的
疏忽大意很可能成为不法分
子作案的“契机”，在此提醒广
大车主，车内尽量不要放置贵
重物品，同时日常注意加强离
车检查，切实保障自身人身财
产安全。
通讯员 夏妮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