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一切责任。四人并约定，本协

议具有法律效力，永不反悔。

签订协议的第二天，老四收

到了约定的 6 万元，并将母亲接

到自己家中照顾。不到一个月，

因为母亲生病等原因，老四将母

亲送到老年公寓。但李湘秀在

老年公寓住了三四个月，因各种

原因强烈要求回家，由四个子女

轮流对她进行照顾。可四个子

女以各种理由推脱，李湘秀只好

诉至法院维权。

四个 子女在法庭 上争论激

烈，钟玲没有当庭宣判。谁知，

休庭后，被人推着轮椅来到法

庭的李湘秀不愿离去，而四个子

女也无人上前管她。

“这个案件的焦点就是协议

有没有效。”钟玲告诉记者，她

认真查阅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条文，最

终确认，“法定义务，不能因协

议而取消。赡养关系属于单方权

利主体，对于赡养问题所签订的

协议，权利主体可以随时行使任

意撤销权。”

最终，法庭宣判：该“家庭

最终协议”导致原告应享有的法

定权利无法实现，应当予以撤销。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四个子

女轮流到原告李湘秀的住所照

顾她三个月。

“经过我们回访，判决作出

后，李奶奶的四个子女均服判，

并按照判决书中确定的顺序轮

流照顾母亲。”钟玲说。

回忆，后来通过调解，

男方同意赔钱，却又

突然变卦。

“ 我 当 时 可 以 在

法庭上直接判男方赔

钱，但这样做，只会

激发矛盾，甚至会导

致他们的子孙后代都

心 生 隔 阂。” 黄 斯 琴

说，她找到村里有名

望的人，再找到双方

的子女进行劝说，最

终调解成功。男方的

女儿当场赔偿给了女

方 33000 元现金，还

替她父亲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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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签订了协议的，母亲

就由老四一个人赡养，跟我们

无关。”

“2 万元怎么可能买断赡养

义务！”

“那我们也没办法，当初协

议就写清了，我们每个人出 2 万

元后，就不再尽任何义务，不再

承担一切责任。”

看着四个子女在法庭上争论

不休，80 岁的老人李湘秀（化名）

流下了眼泪。

这是湘阴县人民法院新泉人

民法庭庭长钟玲曾经审理的一起

赡养案庭审现场的一幕。

钟玲是省级办案标兵，并于

今年 8 月被推荐参评“全国法院

办案标兵”。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钟玲介

绍说，80 岁的李奶奶含辛茹苦

把四个子女拉扯大，老伴过世

后，自己也是年老体弱。她的四

个子女便签订了一个“家庭最终

协议”，协议内容提到：关于母

亲的赡养（日常生活照顾、生病

治疗护理、死后丧事操持、安葬

等所有的一切 )，签订家庭最终

协议，由老大、老二、老三每人

一次性付给老四 2 万元，今后母

亲的赡养全由老四承担，其余三

人均不再尽任何义务，均不再承

湘阴县人民法院获评“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

当稀奇古怪的案件遇到铁面柔情的法官
已是中午下班时分，岳阳市湘阴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却有一名 50 多岁的女当事人带着 2 岁的孙子不肯离去。原来，对方想下午上班后

与法官会面，因为家住离法院较远的乡镇，中午回去不方便。负责立案工作的张洁连了解情况后，和几个同事商量，打了两份饭菜送到她手中，
中午也一直陪着他们。这名女当事人感动地说：“谢谢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热心。”

这件发生在去年 12 月的小事，一直让诉讼服务中心主任蒋利娟难忘。
实际上，走进湘阴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厅，你会发现，这里为妇女儿童着想的措施有很多——妇女优先办事的绿色窗口、母婴室；为困

难的女当事人办理诉讼费用减免缓手续；办理人身保护令时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而这些正是湘阴县法院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一个缩影。
近 3 年来，湘阴县法院共办理各类妇女儿童维权类案件 900 多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25 件，上门走访教育 300 多次，为经济情况特别

困难的妇女儿童，提供司法救助 180 人次，救助资金达 115 万元。
不久前，岳阳市妇联主席王亚丹向湘阴县法院院长李卫东送上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荣誉证书。该院也是岳阳市法院系统

中唯一一个获此荣誉的单位。
9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法院，通过案件，看我们的女法官是如何为妇女维权的。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瑛 付琦

8 月 30 日， 看 到准许离婚

的判决书后，张琳（化名）终于

松了一口气。她终于从 10 多年

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了。

1987 年，张琳和陈小明（化

名）按农村习俗举办了婚礼，生

育了一双儿女。双方由于婚前

不够了解，婚后常为琐事吵架，

并于 2005 年开始一直分居。分

居期间，两人无任何联系，小

孩是爷爷奶奶带大，男方连子

女结婚都未回家。但每一次女

方提出离婚时，男方总是口头答

应，却从不回来办理离婚手续。

于是，张琳起诉至湘阴县法院

白马寺人民法庭。

“一开始沟通时，陈小明还

是口头同意，但就是不回湘阴

来解决，后来电话也打不通了。”

白马寺人民法庭庭长杨雪飞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想到

添加陈小明的微信来沟通。今

年 5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正式实施，手机短信、微信证据、

电子照片等常见的电子证据均

可正式作为民事证据。

但法庭的男书记员添加陈

小明微信时并没有获得通过。

“后面是我们的女书记员添加才

成功。”杨雪飞介绍，“我们通

过微信语音、视频、文字，以

及查看户口本、身份证原件等

方式，确认了陈小明的身份和

他同意离婚的电子证据。”

8 月25 日，法院下达判决书：

依法准许张琳和陈小明离婚；案

件受理费由张琳承担，减半收取。

四子女签订“赡养母亲买断协议”

8 月 31 日，湘阴县法院城西

人民法庭庭长黄斯琴收到了一面

锦旗。送旗者是湘阴县某村女村

民姚兰英（化名）的女儿。

原来，今年清明节期间，60

多岁的姚兰英去扫墓，路过原先

的邻居家门前时，突然被该邻居

家已 60 岁的李忠（化名）打了。

因为李忠拒不道歉、也不赔偿，

姚兰英将他起诉到了法院。

在法庭上，李忠透露了打人

原因：父亲托了梦，要他向姚兰

英报仇。原来，姚李两家原是邻

居，曾经多次发生矛盾。

“ 当 天 开 庭 到 晚 上 6 点 多，

但男方就是不愿赔钱。”黄斯琴

因父亲托梦，他突然打了女邻居

村民家属送锦旗给黄斯琴（左）。

用微信锁定证据，分居10 多年的她成功离婚

钟玲（中）在村中调解。

“我宣布，现在开庭！”8 月

27 日，随着身着法官袍的湘阴县

文星学校七年级新生邵泓睿敲

响法槌，一场模拟庭审拉开序幕。

这是湘阴县人民法院携手

县妇联共同举办的以“守护童

年、牵手共成长——暑期儿童

普法”为主题的法院开放日活

动现场。

“模拟法庭”所选案例为一

起 未成年人性侵的刑事案件，

以庭审程序为参照，由学生分

别扮演审判长、被告人、辩护人

和人民审判员等角色，模拟演

绎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

庭教育、法庭宣判等审判过程。

“模拟法庭生动有趣，让我

感 受 到了法律的威 严。” 邵 泓

睿说。当天，30 多名学生和家

长零距离感受到一场“情景剧”

式普法。普法活动受到了孩子

们的喜欢，他们纷纷表示回去

后会向家人朋友、同学多多宣

传法律知识。

而近一年来，湘阴县法院也

加强了法治宣传。仅白马寺人民

法庭、新泉人民法庭、城西人

民法庭就共到所在辖区内中小

学开展“送法进校园”宣讲活动

近 30 场，听讲学生达上千人。

湘阴县妇联主席刘美丽观

看“模拟法庭”后表 示，通过

寓教于乐的情景互动普法模式，

让孩子与家长零距离感受现场

庭审，既增加了普法的趣味性，

也增强了普法的实效性，真正

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的良好效果。  

“模拟法庭”开启儿童普法新模式

小朋友扮演法
官进行模拟庭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