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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九旬老父亲要请保姆 子女称生

活困难拒绝

老伴儿去世后，92岁的李大爷就
一直与70岁的长子共同生活。今年，
父子俩都感觉体力明显下降。考虑
到二儿子和小女儿都在外地，李大爷
就和子女们商量给自己雇个保姆。

李大爷每月5000元的收入，除了
生活费、医疗费开支外所剩无几，实
在再无力支付3000元的保姆费，就要
求二儿子和小女儿负担保姆费。但
这两个子女也已年逾花甲，他们都以

“生活有困难”为由，拒绝了老父亲的
要求。62 岁的小女儿更是细数自己
的难处：“我爱人高血压，需要长期吃
药，我现在正给儿子看孩子，每月还
要给他们家贴补，实在是没有多余的
钱了。”

因保姆费没有着落，李大爷就将
二儿子和小女儿告上法庭，要求两人
各负担1500 元。法院结合李大爷的
生活状况、收支情况及两子女的经济
条件和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并根据李
大爷的子女数量，最终判决两子女每
月各付老父亲赡养费1000元。

解读
各子女赡养义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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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法官助理王欣表示，在多子女家
庭，父母未必会同时对所有子女提起
赡养费诉讼。这时需先审查确定老
人必要、合理的赡养费需求，再结合
子女负担能力确定赡养费数额，同时
根据子女数量分担赡养费，以更加公
平地体现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
具有均等义务。

案例2
术后要求增加赡养费 子女竟然

认为没必要

年近八旬的孙大妈因做心脏手
术，每月的医药费和营养费骤然增
加。于是，她就和两个子女商议增加
赡养费至每人每月3200元，但却遭到
了拒绝。

原来，此前孙大妈曾不顾家里经
济困难和子女的反对，坚持卖房筹钱
给患重症的老伴儿治病。但不幸的
是，老伴儿最终还是病故，儿女与母
亲的关系也闹僵了。

3 年前，孙大妈就因赡养费问题
起诉过两子女，当时法院判决两人每
月各支付赡养费2400元。现在，孙大
妈又起诉要求增加赡养费，这让两个
子女难以接受。年近六旬的他们认
为，现有的赡养费足够支撑母亲的生
活，没必要增加。

法院认为，赡养费标准应在综合
考虑父母的需求、当地的生活水平、
物价水平、子女的负担能力等因素的
基础上确定。现在孙大妈每月支出
情况发生较大改变，要求每月增加赡

养费具有实际必要性与合理性，故支
持了她的部分诉讼请求，适当增加了
两个子女每月支付的赡养费数额。

解读
赡养费标准可调整
王欣解释，现实生活中，赡养费

的需求和给付都是动态变化的。即
便双方之前经生效判决确定过赡养
费标准，当任意一方身体、收入情况
发生较大改变时，仍可起诉进行调
整。

对此，王欣举了一个例子——在
一起诉讼中，原生效判决认定三个子
女分别月付老母亲赡养费 1500 元。
但两年后长子突然失业，一夜之间失
去了原先上万元的月收入，而他还有
两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全家四口
人仅靠妻子每月 7500 元的收入支
撑。长子无奈起诉要求降低赡养费
标准。法院审查后发现，若按照每月
1500元的标准继续支付赡养费，长子
一家的生活便会陷入困境，同时两个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难以得到保
障。所以，法院在老母亲的赡养需求
和长子一家的基本生活保障之间做
了一个平衡，降低赡养费标准至每月
900元。

案例3
继女被继父讨赡养费 以为关系

疏离就不给

1980年，王大爷与张大妈登记结
婚，双方均是再婚。当时，王大爷无
子女，张大妈带来了时年 10 岁的女
儿，三人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直至
十年前王大爷与张大妈离婚。

如今，年过八旬的王大爷患有心
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退休金仅
2700元，无奈起诉继女张琳（化名）要
求月付赡养费2000元。

“我母亲和继父离婚后，我已多
年没有和继父来往，关系早断了，我
没有赡养他的义务。而且我自己也
54 岁了，还一个人过着，这点收入还
得为自己以后做打算。”继女张琳称。

法院查明，张琳跟着母亲与王大
爷共同生活时，尚未成年。这足以认
定王大爷和张大妈共同抚养张琳至
其成年，王大爷与张琳之间形成继父
女关系。法院表示，赡养父母是每个
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
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
权利。最终综合考虑王大爷生活所
需及张琳支付能力，法院支持了王大
爷的部分诉讼请求。

解读
有抚养关系可要求赡养
随着婚姻关系变动情况的增加，

在赡养纠纷中，双方为继父母与继子
女的情形也较为常见。王欣表示，若
继父母在继子女未成年时存在抚养
教育的情况，两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在法律上就等同于具有血缘关系

的父母子女关系。那么，在继父母缺
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时，就有要求
成年继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另外，不少赡养纠纷案当事人都
提出疑问：亲生父亲（或母亲）与继母
（或继父）离异，或亲生父亲（或母亲）
去世，自己还有没有赡养继母（或继
父）的义务？对此，王欣认为，从感情
上看，当亲生父母一方去世或与继父
母一方离异后，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的
关系常常出现疏离。但在法律上，只
要继父母在继子女未成年时存在抚
养教育的情形，双方就形成了与血缘
关系等同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即使出现关系疏离的情
况，当继父母年老，缺乏劳动能力或
生活困难时，也有要求已成年继子女
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此时赡养费的
认定标准，和“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
赡养费”的认定标准相同，同样需要
在父母与子女的收支情况与生活状
况之间作出平衡，以保证双方生活均
不至于因赡养费金额而陷入窘境。

法官提示
赡养义务包含三方面

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根据《民
法典》第1067条规定，成年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
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
赡养费的权利。《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19条也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
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
“小老人”赡养“老老人”等赡养难题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
逐步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
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正依赖于子女
履行赡养义务。

不过，记者从法院了解到，如今
赡养纠纷逐渐多了起来，而且作为被
告的子女也多是老年人，他们或体弱
多病、或经济困难，因而力不从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
法庭法官高琳琳表示，赡养包括对父
母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
慰藉。因此，子女可结合父母需要程
度、自身扶养能力、社会物价水平履
行赡养义务，可以给付赡养费，也可
与父母共同生活进行照顾；可以支付
金钱，也可给付实物，“让父母颐养天
年、享受天伦之乐，需要法律与道德
的护航，更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自
觉与担当。”

也有社会学专家撰文说，将心比
心，“小老人”应当更加能理解“老老
人”的处境。亲情绵延、代代传承，我
们对父母的关爱正是我们给子女的
最直观参照。“老养老”，养的是父母
的老，也是我们自己的老。

本报综合消息

一男子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不料被邻居告上法庭。
近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该起案件，判决被告张某
拆除其后窗上的两个摄像头。

秦某与张某是邻居。秦某家位于巷口最里面，出行需经
过张某家门口空地，该地块属于集体所有。张某不仅占用了
空地，还在其家房子后窗上安装多个摄像头。每当秦某和家
人经过，摄像头就会播放诸如“警戒区域，请迅速离开”等提
示语。而且张某还经常用手机 App 通过摄像头远程喊话，让
秦某不要经过其宅基地。

秦某认为，张某安装的摄像头直照他家的庭院、堂屋、厨
房和洗澡间，严重侵害隐私权，故将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张某立即拆除安装于后窗上对着他家的摄像头，停止摄像头
播放诸如“警戒区域，请迅速离开”等语音的侵害性行为。

铜山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
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
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
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居家四周安装摄像头在保护自身居住安全方面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民事主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负有不
妨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

本案中，被告张某在其房屋后墙上安装摄像头，位于上
方的摄像头虽经调整位置及角度，所拍摄的范围由原来的可
以覆盖到原告院落及房屋等处缩小至原告的家门口，表面上
看该范围属于公众可以随意进入的区域，但该位置处于原、
被告家之间，该区域实际上属于常人所不至的场所，反而为
原告及家人每日进出所必经的场所，该拍摄范围覆盖了原告
及家人、来访亲友等出入自家房屋的行动轨迹。且被告安装
的位于上方的摄像头有云台功能，摄像范围可以调整，被告
还可以在其家中随意变更摄像头的位置及角度，法院在第一
次现场勘验时，原安装在三楼位置的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可涉
及原告的院落及房屋等处。因此，被告在未征得原告同意的
情况下安装摄像头，使原告及家人的出行等行踪信息及日常
生活隐私处于可能被他人知悉的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属于对
原告隐私权的侵犯。

此外，被告安装的位于下方的摄像头，在每次有人路过
原告家门口时，不论白天及晚上，均会持续发出警报，严重影
响了原告及家人的日常生活及作息。鉴于拆除两个摄像头
后，播放语音的侵权行为也会随之消失，因此法院对于原告
主张的要求被告拆除安装于后窗上的两个摄像头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对停止播放语音的侵权行为不再赘述。综上，
法院判决被告张某拆除其后墙窗户上的两个摄像头。

本报综合消息

上初一的小辰（化名）因交通事故导致九级伤残，休学一
年，在要求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赔偿时，还提出要赔偿休学损失
5万元。小辰的主张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如果支持，休学损
失又该如何计算呢？记者了解到，日前南通海安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2023年9月，贾某驾驶机动车沿海安镇南路由南向北行驶
至某路口转弯时，与胡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胡某、
乘坐胡某电动车的小辰跌倒受伤，双方车辆受损。交通事故
认定，贾某经过路口转弯未让直行车辆先行，承担发生事故的
全部责任，胡某、小辰无责任。经司法鉴定，小辰因交通事故
致左侧桡骨远端骨骺粉碎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九级伤残。
事发时小辰上初一，因交通事故休学一年。

肇事车辆投保了某保险公司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
发生时，在承保期内。小辰的家人与贾某及保险公司协商赔
偿事宜，但协商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贾某和保险公司赔偿
小辰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37 万余元，其中包含休学损
失5万元。

保险公司辩称，对涉案事故发生的事实和责任认定无异
议，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休学损失是间接损失，该部
分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同意赔偿。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辰作为在校学生，因交通事故受
伤，需要休息和治疗，必然会影响学业，在课程和作业压力较
重的当下，长期休养必然跟不上教学进度，小辰选择休学一年
合情合理。小辰虽然没有收入，但休学一年需要增加一年的
生活消费支出，加重了家庭的负担，该休学损失与本次交通事
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非原告故意扩大的损失，应属于财产损
失的范围。故参照 2023 年度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支持原告的休学损失40461元。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依法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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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人”频把“小老人”子女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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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家门口装摄像头男子家门口装摄像头，，被邻居告了被邻居告了

初中生遇车祸休学一年
获赔休学损失4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