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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

不能承受的财产之重
文/黄菲

我的婚姻，爸妈做主
还不满25岁的小王至

今也弄不明白，父母为何如

此地决绝。

2010年，父母一直在催

促他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对象
结婚，生一个胖孙子。为了这

个，父母甚至“投资”给儿子
10万元钱，让他买一辆车。

可当小王将小刘带到

父母眼前时，两位老人却一
改往日的急迫，不紧不慢地

让小王再等一等。后来，母

亲偷偷告诉小王，父亲觉得

小刘太过时髦，做不了一个

普通家庭的儿媳妇，让他们

赶紧散了。

小王没同意，他甚至背

着父母结了婚，带着那10万

元钱租了房子、做起生意。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竟

然托亲戚将他告上法院，要
求他偿还多年前借亲戚的1

万元钱。父亲托人告诉小

王，如果他肯离婚、肯回家，

尤其是10万元钱千万别给

了小刘，那1万元钱就不必

他去还了。

对于父母这种近似无

理的要求，倔强的小王没有

同意。这都是什么年代了，

婚姻凭什么还要受家庭、双

亲的控制？可接着，他存放
着那10万元钱的账户，就被

那起诉他的亲戚申请查封。

父亲说，这笔钱“那个女人”

没资格花。

小王不明白，父母为何

如此固执地折腾，为什么就

不能给儿子一个平静的生

活。一场离婚战争，没有在

夫妻间打响，公婆却莫名其

妙地吹响了冲锋号。同样的

情形，也发生在李静身上。

2009年初，当母亲说让

自己跟丈夫离婚时，当时25

岁的李静立即就同意了。

之前，父母几乎每天都

会说，丈夫买的房子是贷款

来的，现在连汽车都买不
起，还对父母如何如何地不
尊敬……要这样的丈夫干

什么？不如趁着年轻赶紧离

吧。

一向至亲至孝又性情
柔顺的李静终于被说动了，

当与丈夫因换不换手机的

一次争执之后，她毅然同意
了母亲的建议。

庭审的时候，李静坐在

母亲身边，几乎一句话都没

有说。她所有的话都“被委

托”给了母亲说。母亲还像
以前一样，处处为自己着

想，要房子、要贵重物品、

甚至还有精神损失费。

即便是庭审结束后，法
官想找她和她的丈夫单独

调解解决，母亲也不依不饶

地跟着进了法官的办公室。

母亲说，这事得她说了算。

因为结婚、买房等一切，都

是她一手操持，这里面花了

那么多钱，李静做不了主，

也不能做主。

可就在那时，看着一
直不愿离婚的丈夫，对方
那依旧温柔的目光让李静

难以自持。她发现，自始至

终，她根本没想跟丈夫分
开。但这有什么用？父母不
喜欢丈夫，婚前婚后，态度

从未改变过多少。结婚用

的钱大部分都是父母出

的，甚至包括房子的一部
分首付。

都是“80后”，他们的婚

姻里有太多的牵牵绊绊，家

庭的、经济的。审理离婚案

的法官发现，他们的婚姻，

总是被父母以及父母赋予

的财富所困扰着。

只有解不开心结的时

候，才会到法院诉讼离婚。而

这个心结往往是一栋房子、

一辆车子那么“简单”。几乎

每桩离婚都会与财产挂钩。

当失败的婚姻遭遇房子
“当初你是我儿媳，我给

儿子的东西，你可以沾点光，

现在你不是了，一点都别想
拿走！”一位多年负责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的法官说，她至

今还记得一位母亲说过的这
句话。那个离婚案中，丈夫小

刘的家庭条件较好，而妻子

小李是从外地农村嫁来的，

除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对

丈夫的深爱外，一无所有。

两个同是24岁的年轻
人，对婚姻的责任和承担了

解得并不多，只觉得对对方
好，就可以了。妻子小李总

督促着丈夫努力创业，丈夫
小刘对妻子呵护备至。在公

婆眼里，这有些“背叛”的性

质了。

1年多后，为了儿子花

费半辈子积蓄的母亲再看

不过去了。在她的眼里，眼
前的这个儿媳不仅夺走了

她的积蓄，还夺走了她的儿

子。于是，母亲开始限制儿

媳小李的花销、处处找她的

麻烦，甚至给儿子介绍女朋

友，就是要赶小李离开。此

时，这对年轻的夫妇已经有

了一个孩子。

但最终，小李和小刘走

进了法院审判庭。和丈夫恩

爱两年的小李觉得很冤，并
提出要孩子。但婆婆当庭反
驳：儿媳要孙子，明显是觊觎
儿子的那套房产。这位母亲

很清楚，法院在对房产分配

的判决时，多数会将房子判

给负责抚养幼儿的那一方。

两人结婚时，小刘主动

将小李加为房产共有人。当

初如胶似漆的两人，却从没

想到会有离婚的这一天。婆

婆很决绝，房子是她出钱买

给儿子的，儿媳小李怎么有
资格拿走？

而按照法律规定，当事

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

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

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

与。也就是说，依据法律，买

了房子给儿子，房子就是儿

子的了，儿子想分给谁就分
给谁，母亲没有权力干预。

“这怎么说得过去？”听

完法官解释，激动的婆婆甚

至开始吼起来。这不合情
理，房子、车 .几乎所有都是

她花的钱，凭什么儿媳要分
走一半。

在父母眼里，“80后”的

孩子从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们就是父母的，父母的一
切也都是他们的，谁也不能

夺走。而这些孩子又只能依
靠父母的帮助，尤其是在经

济上。多年来，时间的线将

父母和孩子紧紧缠绕，情感
的、经济的。但当孩子长大

成人，成为独立于父母之外

的一个个体，这线就要扯

断，生生地分开，必然有痛。

尾声
“给儿子花的那些钱，

如果花在自己身上，还愁

不能养老么？”母亲孙大姐

是一位企业职工，当在法
院庭审时为儿子分得的财
产据理力争后，红着眼眶

告诉法官，单位的效益早

就走下坡路了，可她还是

把大半的积蓄花给了儿

子，就想着儿子和儿媳能

让自己安享晚年。可儿子
和儿媳就那么不争气，非
要离婚，她该怎么办？

对方的律师说要房要
车。她想不通，对方凭什么

要财产？结婚的时候，对方

要求要有车、有房，要配置

齐全，还要登记在对方名

下。而今要离婚了，就要要
走车子、房子，凭什么都是

她们沾光？

而对方也有道理：一
个好端端的闺女嫁到孙大

姐家，现在年龄大了离婚

了，以后怎么办？没车没

房，哪来的保障？由于结婚

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

媳，律师告诉孙大姐，这属

于赠与，要回来的可能性

不大。为了儿子，才把财产
毫无顾忌地交给了儿媳。

而今，儿子的幸福生活没

有了，自己的“养老金”也
可能要没了，孙大姐怎能

不急？

现在的情形是——— ——

如果一个离婚庭审现场

里，除了法院工作人员外，

只有年轻的夫妻两个人。

这场庭审肯定会让审判人

员印象深刻。因为每当 2 0

多岁的当事人坐在这里

时，几乎 9 0%以上的情况

都是挤满了由他们父母带

来的“亲友团”。而那些当

事人的意志，在庭审时基

本上都会被这个“亲友团”

控制着方向。他们的情绪、

表情、心境，都会让当事的

年轻男女动容。

龙口市下丁家镇计生办，加强组织领

导，迅速行动，掀起“十二五”规划人口计生

“坚持三个不动摇”、“婚育新风、关爱女孩，

奖扶救助、少生快富”主题宣传月活动。

首先，由镇计生办牵头，团委、妇联等

部门组成的活动小组，共同制定了在宣传

月活动期间，进行了分工，各负其责。在厂

矿企业、集市和农村，广泛开展宣传坚持计

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坚持人口计生工

作大的方向不动摇、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
不动摇工作方针及创建“文明家庭”评选活

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通过他们下发了

宣传《公开信》发表30周年和贯彻落实“十

二五”规划人口计生工作精神，把法规政
策、婚育文化、科技服务送到育龄群众中。

针对该镇南部山区流动人口多的

特点，充分利用广播、宣传栏、张贴标

语、宣传车等形式，并联合镇林业站、

镇安监等部门，在南部黄金矿区进行了

舆论宣传，采取多项举措，综合治理流

动人口。为了提高村级干部和育龄群众

的已知率，把国家的各项计生惠民政策
落实到位，为育龄群众服好务。

通过宣传月活动，促进了广大育龄

群众树立新型婚育观念和自我保健意
识，提高了计生干部和育龄群众对人口

计生政策理论、科普知识的知晓率，营
造了全镇群众关心支持人口计生工作
的舆论氛围。为今后本镇计生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此项工作正在

继续进行中。

常颢 韩少艳 马艳凤

今年以来，龙口市龙港街道强化责任

意识、奋勇争先、不断提升计生工作水平，

在人口文化大院建设、服务室建设、落实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全面实施长效避

孕节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行动计划上

狠下功夫，全街道计划生育工作亮点纷
呈，特色鲜明。

一、强化创建意识，推进争先创优。一是

围绕创建攻难点，卡实责任。二是围绕创建

抓重点，按照标准，全面足额兑现了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金。三是围绕创建育亮点。

二、强化多措并举，稳定低生育水平。

他们在稳定和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中；制定

了切实可行的人口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

在16个行政村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制。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让计生政策得

到更多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加大依法管理

力度，严肃查处违法生育问题。他们勇于

正视存在的问题，深入解剖原因，狠抓薄

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稳定低

生育水平。

三、强化优质服务，提高服务水

平。他们在全街道强势推进计生服务站

建设，努力实现计划生育全覆盖目标。

一是确保硬件建设全覆盖。二是不断完

善内部管理。三是继续提升服务能力。

为街道计生服务站配齐了执业 (助理 )

医师，使服务正常开展。要在“环境优

化、运转优良”上下功夫，加大品牌推

广力度，规范服务体系运行。

常颢 张倩淑

念好干部管理三字经
莱州市夏邱镇计生办在计生工作中，

念好“选、训、责”三字经，不断强化村级计

生队伍建设。

念活“选”字经注入活力。该镇以新农

村建设为契机，针对育龄妇女多、管理地

域广、计生办工作人员相对缺少的现状，

不断探索新的用人机制，通过“德、能、勤、

绩、廉”综合考核，选拔出基层工作实，群

众基础广，能吃苦耐劳的计生专干担任计

生副片长，并将计生副片长纳入计生办工

作人员统一管理，统一考核，统一奖惩，真

正解决了计生专干队伍中存在的“干与不

干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的问题。

念准“训”字经提高素质。为完善便民服

务，推进工作重心下移，健全和完善以镇服

务站为中心、村服务室为骨干的计生服务网

络，他们不断加强对村级计生主任的培训力

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计生政策讲座、业

务技能培训，增强计生专干业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使计生主任尽快适应计生工作。

念实“责”字经增强动力。为做到目标明

确，责任到人，考核到位，镇制定了《村(居)级

计生专干考核办法》，用制度规范村级计生

专干的工作行为，明确奖惩标准，做到各项

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责任明确，达到

责、权、利相结合。他们采取进村入户走访群

众、与基层群众座谈等形式，了解计生主任

职业操守和服务能力，并严格落实奖惩。

娄晓风

现在年轻人的婚姻是天平，一
边是爱情，一边是财产。当父母放上
或拿下财产砝码时，爱情砝码能否
抵受这样掺杂着亲情的重量变化？

因为亲情的存在，当财产被父

母赋予儿女们时，它们也成为父母
掌控儿女婚姻的一个砝码。而年轻
的儿女们在代沟、孝道以及自由的
包围下，也让爱情与财产的天平摇
摆不定。当我们回首看那些悲喜交
加的婚姻时，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
悄然无声的惊叹号。

龙港强化计生工作

扎实开展计生宣教月

您可以发信息到：15965133281与本报编辑

互动。

或者添加我们的新浪微博：今日烟台-品

尚，共同探讨婆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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