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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精精生生子子，，离离婚婚后后““父父亲亲””能能探探视视吗吗
法院判决：虽不是亲骨肉，可参照亲生子女处理

本报记者 宋立山

离婚时妻子突称
儿子为借精所生

2002年，于小慧与范晨阳
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2004年
底同居生活。经过长达7年的
同居生活之后，两人于2011年
登记结婚。婚后于小慧于2013
年12月生下一男孩范宝宝，起
初两人感情尚好，后因在共同
生活中性格存在差异，导致双
方经常为琐事发生争执。

2014年6月，原告于小慧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经一审
法院审理，依法判决不准双方
离婚，之后双方仍未能和好。

一段时间之后，原告再次
起诉离婚，一审法院认为，
原、被告虽婚后共同生活多
年，婚后生育了儿子，但在共
同生活中因性格差异加之交
流不畅，导致双方经常发生
矛盾并分居生活。2 0 1 4年 6
月，原告于小慧曾提起离婚
诉讼，经判决不准离婚后，双
方仍未能和好。因此，可认定
原、被告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准予离婚。

又折腾了一次，婚算是

能离了，可对孩子的抚养又
出问题了。诉讼中于小慧诉称
其通过医院用他人精子以人
工授精的方式产下范宝宝，宝
宝不是被告亲生子。被告范
晨阳则辩称，范宝宝是自己
的亲生子。

真假难辨，这可咋办？原
告为此申请进行亲子鉴定，
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进
行司法鉴定，但因被告拒不配
合，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男方不同意鉴定
但对人工授精知情

不同意鉴定，这孩子算谁
的？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拒不
配合鉴定，往往就要承担于
己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认
为，原告于小慧所生男孩范
宝宝虽不是被告范晨阳亲生
子女，但对原告于小慧人工
授精之事被告范晨阳是知情
的，也未表示反对。因此。对孩
子的抚养及抚养费问题可参
照亲生子女的相关法律规定
予以处理。

范宝宝现随母亲于小慧
生活，改变环境可能会对子
女的生活和成长不利，因此
一审法院对原告于小慧要求

抚养孩子的主张予以支持。原
告要求自行抚养孩子，该请求
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
以准许。

同时，一审法院认为，被
告范晨阳对孩子有探视的权
利，探视以一月一次为宜。

一审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准许原告于小慧与被告范晨
阳离婚；于小慧所生男孩随其
生活，由其自行抚养。被告范
晨阳自2016年5月起于每月的
月底最后一个周末探视孩子
一次，于小慧应予以配合。

判决允许男方探视
女方上诉被驳回

但是，一审判决后，女方
于小慧提起上诉，请求判决
范晨阳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
至 5 0 0 0元。理由是：一审法
院没有遵循权利与义务对等
的原则，允许男方探望孩子，
但没有判决其支付抚养费；
同时，探望孩子对孩子成长
不利。

范晨阳一听也不干了，
“一审时于小慧起诉要求自行
抚养，不需要我拿抚养费，我
才同意离婚的，如果她抚养不
了孩子，我要求抚养孩子，但

不同意支付抚养费。”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于

小慧与被上诉人范晨阳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双方同
意，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的方
式生育范宝宝，故范宝宝为双
方婚生子女。被上诉人范晨阳
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孩子
的权利。上诉人于小慧主张被
上诉人范晨阳对其及其父母
经常进行语言威胁，但并不能
证明范晨阳探望孩子不利于
孩子的身心健康，一审法院结
合双方实际情况，判决每月探
望一次，并无不当。

对于抚养费问题，二审法
院认为，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
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方负
担子女全部抚养费。上诉人于
小慧自述每月固定收入3000
元左右，一审中其要求自行抚
养孩子，一审法院经审查后予
以准许亦无不妥。二审中，于
小慧要求范晨阳每月支付抚
养费3000-5000元，属于在二
审期间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范
晨阳不同意二审期间予以调
解或一并处理，于小慧可另行
主张。

据此，二审法院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在医疗技术日
益发达的今天，人
工授精、借精生子
成为很多不孕不育
夫妻的福音。那么
问题来了，不是亲
生骨肉，离婚后咋
办？“父亲”还有探
视权吗？日前，济南
中院二审判决一起
案件，支持了男方
的探视权。

轻轻信信朋朋友友神神通通大大，，花花钱钱免免考考办办驾驾照照
处理违法时才知“驾驶证”是假的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张
泰来） 一名50多岁的驾驶员
毕某原本拥有摩托车驾照，后
轻信一个熟人忽悠，花钱不经
过考试办理汽车驾照。几天后，
朋友果然拿来了一本“C1E驾
照”。毕某信以为真，心里赞叹
朋友的神通广大。直到12月1日
拿着“驾驶证”去处理违法，才
猛然发现自己被朋友坑了，所
谓的“驾驶证”竟然是假的。

12月1日下午2点30分左
右，槐荫交警大队车管所内挤
满了前来处理交通违法记录的
驾驶人。一辆起亚轿车的车主
毕女士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
这里处理交通违法。

毕女士拿着自己的驾照和
父亲的“驾照”处理违法。槐荫

交警大队车管所教导员郭风雷
查看了毕女士的驾驶证没有问

题，可是在查看毕某的“驾驶
证”时发现了异常。这是一本准

驾小型轿车和摩托车的“C1E
本驾照”。

“济南交警支队的红章不
对，‘驾驶证’的字体和字号都
有明显异常，很有可能是假驾
驶证。”郭风雷说，发现可疑情
况后，民警对毕某的身份证进
行核查。

民警将身份证放在读卡器
上读取身份信息，公安交管系
统显示，毕某的确有驾驶证，但
驾驶证是E本，属于二轮摩托
车驾驶资格，并没有汽车驾驶
资格。不过民警眼前的这本“驾
驶证”，却显示毕某有C1E驾驶
资格。由此，即可判断这本“驾
驶证”是伪造的假证。

一听自己的“驾照”是假的，
毕某刚开始说啥也不信，说去年

才办的，但当民警问起在哪个驾
校学车、哪个考场考试时，毕某
竟然说自己没有经过考试。

原来，毕某早在1997年就
考了摩托车驾驶证，但是一直
没有学汽车驾照。去年10月份
他遇上了一个熟人，对方表示
可以帮他办理驾驶证增驾，而
且不用到驾校学车也不用考
试。毕某信以为真，就将相关
材料交给了这个熟人。几天以
后 ，毕 某 果 然 拿 到 了 这 本

“C1E驾驶证”。拿到证的毕某
一直以为证是真的，由于他不
常开车也没有被交警发现。直
到这次到槐荫车管所处理违
法，才知道了事情真相。目前，
此案已经被移交派出所和刑
侦部门进一步调查。

民警对毕某父女进行批评教育。 通讯员 李福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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