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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事实：原告周某因与孙某夫妻
感情破裂，曾于2019年5月5日第一次
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因被告不同意，
原告撤诉。撤诉后双方分居，原告周某
居住于父母家，孩子由双方轮流抚养。
因双方夫妻感情并未好转，2020年原
告再次起诉要求离婚，并主张婚生子孙
某某由被告抚养。庭审中双方均同意离
婚，但双方均不同意自己抚养孩子，主
张孩子由对方抚养。

裁判结果：双方均拒绝抚养孩子，
违背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教

育的法定义务，也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
序良俗，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律师意见：子女的健康成长不仅有
物质需求，更需要父母精神方面的付
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一）第六十条虽规定了“在离
婚诉讼期间，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
可以先行暂定由一方抚养。”但在审判
实践中，法院一般从维护未成年子女的
合法权益，保护其身心健康成长的角度
考虑，双方均拒绝抚养孩子的，一般判
决不准离婚。

证和自书哪个为准
配成关注重点

案件事实：被继承人韩某与安某
系夫妻关系，两人共生育四子一女，两
人相继去世后，未留遗嘱，留有两套房
产未予分割。次子先于老两口去世。次
子生有一女韩某某。老两口的第一顺
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长子、次子的女
儿、三子、四子及女儿五人。其中女儿
一直与老两口一块居住生活在其中一
套房产中。另一套房产是由四子居住。
因作为遗产的两套房产尚未进行遗产
分割，三子起诉主张进行分割。

裁判结果：对于女儿所居住的这
套房屋由女儿适当多分得房屋评估价
值的10%，剩余百分之90%由长子、
次子的女儿、三子、四子及女儿平均分
割，各分得五分之一。另一套房产由各
继承人平均分割。女儿不服上诉，后二
审法院认为女儿与老两口生活时间较
久，对老人照顾较多，贡献较多等等，
本着鼓励尊老育幼，弘扬中华民族的

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和优良传统，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改判
由女儿多分该房产评估价值的13%，
剩余部分各继承人平均分得五分之
一。

律师意见：《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
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
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继承编的解释
（一）》第十九条规定，对被继承人生活
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或者在劳务等方
面给予了主要扶助的，应当认定其尽了
主要赡养义务或主要扶养义务。本案中
次子先于老两口去世，由次子的直系晚
辈血亲也就是次子的女儿代位继承。老
两口的女儿与老两口长期同住，与老两
口已形成了生活共同体，在经济上、生
活上、情感上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在
遗产分割时多分得了遗产。

案件事实：吕某与李某 2原系夫
妻，二人婚后生育儿子李某1。2015年
经人民法院调解，吕某与李某2达成调
解协议，二人自愿离婚，儿子李某1由
吕某抚养，李某2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
500元。随着李某1上幼儿园各种费用
的支出以及物价的上涨，原先约定的
500元抚养费已不能保证李某1正常
的入园及生活消费支出，2020年李某
1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李某 2增加支
付抚养费至1000元。李某2认为:离婚
后其已再婚，并又生育一子需要抚养，
另需要赡养老人，无力再负担过高抚
养费。

判决结果：法院认为父母与子女
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
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权利
和义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
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

一部或全部。故判决自2020年7月起，
被告李某2每月支付原告李某1抚养
费700元，至李某1年满十八周岁止。

律师意见：根据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
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
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
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
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
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
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
的合理要求。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有
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给付能力
的，应予支持。（１）原定抚养费数额不
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２）因
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
数额的；（３）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
的。

家事是关乎每个家庭的重要事情，
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在家事纠纷中，往往
涉及的都是父母、子女及其近亲属之间
的人身关系及财产关系，所以在纠纷发
生前，当事人对证据的留存容易忽视。比
如房屋继承问题，老人有意将房屋留给
自己其中一个继承人，但通常因为亲情
等原因，仅仅只有口头的意思表示，事后
老人及子女也未对此进行书面约定。这
导致在纠纷产生时，当事人无法提供相
关证据。

在离婚纠纷中一般需要处理夫妻双
方是否离婚的问题、子女抚养问题及夫
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等问题。关于子女抚
养权及抚养费的问题一直是离婚案件中
的重中之重。抚养权归谁涉及到孩子的
成长环境和身心健康问题，关于子女抚
养问题法院也始终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
的角度来处理。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
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建
议孩子抚养权问题离婚时最好还是由双
方协商一致为宜。

高蓓律师

王丽月律师

1 都不想抚养孩子，法院判不准离

2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多分遗产？

3 离婚后是否可要求增加抚养费？

●案例6
老人去世出现两份遗嘱
哪个是有效的？

问法热线：王先生的父母共生育3
个儿子，2013年老两口做了公证遗嘱将
房产留给小儿子王先生，2021年王先生
的父母先后去世，现想按照公证遗嘱继
承房产。但大哥、二哥拿出2018年的时
候父母的自书遗嘱，房子由大哥、二哥二
人继承。王先生想问一下房子应该按照
哪份遗嘱继承？

律师说法：王先生的父母立有两份
遗嘱，先立下公证遗嘱，后立自书遗嘱，两
份遗嘱均立于《民法典》实施之前，但被继
承人于民法典实施后死亡。《民法典》颁布
后，关于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如何衔接适
用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
定》第23条规定：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
行前立有公证遗嘱，《民法典》施行后又立
有新遗嘱，其死亡后，因该数份遗嘱内容
相抵触发生争议的，适用《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即立有数份
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从该条规定可以得出，只有《民法典》施行
后又立有新遗嘱的，才适用《民法典》的规
定，若多份遗嘱均立在《民法典》施行前
的，遗嘱人在《民法典》施行后死亡的，仍
应适用《继承法》的规定。因此，本案中，应
当以公证遗嘱为准，由王先生继承。

●问题7
离婚时孩子一周岁
男方能否主张抚养权？

问法热线：李女士与丈夫王某婚后
生育一子王某一，王某一今年一周岁，王
某在离婚时主张孩子抚养权，李女士担
心孩子抚养权问题。

律师说法：根据《民法典》及其司法
解释的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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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特殊情形下，王某一
的抚养权一般会归李女士所有。

●问题8
父亲将房产留给小女儿
其他子女能否继承？

问法热线：李女士的父母有共同所
有房屋一处，李女士的母亲于2009年去
世，2015年父亲留有遗嘱，将房屋留给
了小女儿，李女士共有5个兄弟姊妹，李
女士咨询：对于父母的房屋，其他4个兄
弟姊妹是否有继承权？

律师说法：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
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的继承房屋
是李女士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李女士
的母亲去世时未留有遗嘱，李女士父亲
的遗嘱，可以将其在夫妻共同财产中属
于其本人所有的份额，指定由其法定继
承人中的一人继承。对于李女士母亲享
有的份额，因无遗嘱且不属于李女士的
父亲，因此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李女士
及李女士的其他兄弟姊妹可以继承其母
亲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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