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前父母帮买房的
出资属于个人财产

婚前父母帮忙买的房子是个人财产
还是归夫妻共同所有？

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的解释（一）》延续了现行婚姻法司法解释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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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
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
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
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法院支持三种情况
下返还彩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明确，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

同生活；
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

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持续性、经常性的
家暴认定为虐待

发布会上，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的修改制定中，要考

虑促进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同时，还要注

重引导树立良好的家教、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促进家庭文明建设。

比如在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

暴力的基础上，将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

暴力认定为虐待，体现了对家庭暴力坚决

说“不”的鲜明价值导向。

■妻子擅自中止妊娠
是否侵犯丈夫生育权？

没有经过商量，妻子擅自中止妊娠，

算不算侵犯丈夫的生育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明确，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

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

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

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

十九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不尽孝道的子女还能分到遗产吗？妻子擅自中
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的生育权？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就上述
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从法律层面上进行了明晰。

新的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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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30日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和春

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对落实个人防护措施、社会和企事业单位

防控措施、行业防控责任、地方政府责任

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明确，鼓励员工在工作地休

假。各地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企

事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和职工意

愿，灵活安排休假，引导职工群众在春

节期间尽量在工作地休假，做好留在工

作地的职工春节期间保障工作。为春

节期间加班的职工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和调休。

通知强调，减少人员聚集。保持1米

以上的社交距离。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

餐等控制在10人以下，做好个人防护，有

流感等症状尽量不参加。尽量不前往人

员聚集场所尤其是密闭场所。

通知提出，引导错峰出行和线上消

费。优化调整学校寒假放假、春季开学

时间，错峰安排春季学期开学返校，同时

做好节假日留校学生的管理服务。引导

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留在务工

地过年，指导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做

好加班工资支付和调休等工作，引导务

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加强民政服务机

构、监所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妥善处理

群众接老人回家过节等情况。引导电商

企业为群众采购提供便利，倡导采取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消费，疏解采购

年货可能导致的人群聚集。

三种情况下
法院支持返还彩礼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
纠纷中尊重8周岁以上子
女意愿

发布会上，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
民法典配套司法解释的修改制定中，注重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
合法权益。

比如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纠纷中，贯
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尊重8周岁
以上子女的真实意愿，删除原来10周岁
的规定等。

■父母不得因子女改
姓拒付抚养费

夫妻离异后能擅自将子女姓氏改成
继父母姓氏吗？

离婚后孩子应该跟谁姓，这个问题常
常会引起公众讨论。

而夫妻离婚后，其中一方擅自将子女
的姓氏改成继父母的姓氏，更容易引起纠
纷。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中明确，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
子女抚养费。父或者母擅自将子女姓氏
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当
责令恢复原姓氏。

■不尽孝者少分或不
分遗产

没有对父母尽孝，却要参与分遗产，

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

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没有进行扶

养，提出要分甚至多分遗产。民法典规

定，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中进

一步明确，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

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扶

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分配遗产

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胎儿如何继承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明确，

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

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

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

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娩出时是死

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

明确，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

影响其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

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继承生子

女的遗产。

据广西高院消息，昨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李小文（男）故意杀人一
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20年6月4日，李小文持刀在校园内
砍杀毫无自卫能力的学龄前儿童和其他教
师等共41人，致1人重伤二级、7人轻伤一
级，23人轻伤二级，10人轻微伤。

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李小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
小文不服，提出上诉。

广西高院经审理认为，李小文持刀肆意
砍杀未成年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其行为
致多人头部、颈部受伤，且多名学龄前儿童
颅骨骨折，1名被砍断手指，头颈部留下瘢

痕，严重侵害我国法律特殊保护的特定群
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在突发杀人案件中，学校老师挺身而
出，见义勇为，及时阻止和控制李小文行凶，
并将受伤孩子及时护送到医院抢救，当地政
府及时全力组织救治，有效避免了更为严重
危害结果的发生。

李小文故意杀人行为虽然未导致死亡
结果，但并非是李小文主动自愿放弃犯罪
的结果。李小文故意蓄谋杀人，犯罪手段
特别残忍，后果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
大，依法不对其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
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作出
上述裁定。

广西李小文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

砍伤41人 死刑

沈阳市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全方位
排查风险人员，坚决防止疫情蔓延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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