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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拆迁补偿，兄弟四人对簿公堂
父母去世后，原本和睦的亲兄弟四人渐渐疏远，老房拆迁分新房，成了四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最终，四人为房产争执执不

休，对簿公堂。
老大说，四家已达成房屋分配协议，约定他分得一套 80 多平米的房子。理由是他十多岁起就跟父亲一起养家，工资留给

家里。房子倒塌，他与弟妹商量出资修理。房子是父母遗产，该有他一份。
老三说，父亲把老房分给他、二哥和四弟，都有房产证。老房倒塌，大哥只出了 2 千元钱和 10 袋水泥，他拿一万多元。为

照顾父亲起居，放弃单位分房，又出资翻新老房。现在分新房，二哥和他签了 80 多平方米的两套，妻子签了一套 100 多平方
米的。大哥带着孩子来聊城，叫来姐姐们要求他们在准备好的协议上签字，他不情愿签了字。表示签协议是被迫的，认认为拆迁
补偿不是父母遗产，大哥不应分。

法官表示，老大对家奉献了很多，又出资重建过老房，老房是父母的房屋演变而来，拆迁补偿应有老大的份。老三证据据不
能证明老房所得的拆迁补偿归他所有。双方已达成房产分配协议，协议无明显不公平。该协议有效，符合法律规定。

点评：“家和万事兴”，金钱和亲情哪个更重要？人生短暂，不要等到后悔时才发现亲情永远是最重要的，即使想再挽回恐
怕为时已晚。

刚庆祝完结婚纪念日就要闹离婚
小张和小谢，2001 年结婚，2002 年有了个漂亮的女儿。现在女儿 11 岁了，小日子过得挺滋润，两人也刚庆祝完结婚纪念

日。可是妻子小张偏偏要离婚。小张觉得，婆家嫌弃她生的是女儿，不管不顾；丈夫嫌她身体发胖，不理不睬。俩人开开始分居，
婚非离不可。

小谢委屈地说，婚前感情很好，婚后也不错，家人并没重男轻女。“孩子出生三个月后，老婆就去上班，父母主动承担担照顾
孩子，我还带女儿外出旅游，托关系花高价送孩子到好学校上学。老婆说我跟其他女人有染，更是没有的事。”小谢不不明白，今
年夫妻还庆祝了结婚纪念日，咋说离就离？俺俩吵过架，闹过别扭，但是为了十余年的感情，为了可爱的女儿，希望妻妻子能给
他们重新来过的机会，别离婚。

法官表示，夫妻俩感情未达到破裂程度。丈夫有和好愿望，妻子应给他一个机会，也减轻离婚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妻子子对
主张的离婚理由没有效证据，对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希望丈夫珍惜这次机会，也希望双方在今后的生活中，相互互理解，
相互尊重，相互忠诚。据此，不准离婚。

点评：婚姻最忌讳猜疑，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婚姻才能牢靠。

老爸名义下的房子咋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屋漏偏逢连夜雨。”王女士的遭遇恰如这句俗话。母亲去世没多久，丈夫因交通事故逃逸面临通缉，夫妻感情又长期期不

和，这些痛苦交织在一起，令她身心疲惫，匆匆与丈夫协议离婚，处理了财产。事后平静下来却发现，父亲名义下的一一套房子
当夫妻共同财产分掉了。协商无果，只能对薄公堂。

当初协议离婚处理财产中有一条：“柳园路一套房归男方所有，昌润路一套房归女方所有。”双方对这条协议提出异议议。
老爸王先生也出庭，称，两套房子都是他买的，不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协议无效！王女士同意父亲的观点，认认为协议
无效。

前夫刘先生据理力争，明明两套房是夫妻共同财产，怎么现在成了王先生的？当初前妻非要离婚，按照她的意思离婚了了，
也签了协议，现在反而不认账了。更何况其中一套房子不在王先生的名下，有权利对该财产进行处分，协议有效！

法官表示，因双方证据不足，两套房产的权属归属于产权证所记载的权利人。昌润路的房产在妻子名下，是在夫妻关系系
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有权对该财产处分。柳园路的房产在女方父亲的名下，无权处分，协议无效。。

点评：婚姻无儿戏，实在维持不下去，也要“好离好散”，夹杂着财产分割的离婚，往往两败俱伤。

本报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潘辉 麻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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