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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陆续有不少爱心

人士来到梁世磊家中，鼓励

他，帮助他，让这个贫寒的家

庭倍感温暖。7月31日下午，

市爱心顺风车志愿者协会东

山队12位志愿者代表来到东

山街道中埠村，看望梁世磊。

爱心顺风车志愿者协

会 秘 书 长 王 艾 蒂 说 ，这 几

天，协会志愿者、爱心市民

纷纷捐款，筹集了 8468 元，

钱虽然不多，但都是大家的

一份心意，希望梁世磊能够

坚强对面病魔。

梁世磊的妈妈非常感

动，她说这些天来好心人不

断上门，除了送钱送物，还

关心儿子的学习。“有位家

住外滩的音乐老师前几天

过来，送了一台电子琴，还

说每个星期都会定期过来

教孩子学音乐。”她说，孩子

听说能学音乐，非常高兴，

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

昨日，一条“为 18 岁尿

毒症少年众筹治病”的消息

在朋友圈里不胫而走，众筹

目标为 3 万元。众筹发起人

不是私人，而是团市委。从

10 时 30 分到 13 时 30 分，共

筹 得 578 笔 总 计 32048.32

元善款。此次“亲青筹”在

瑞安“开门红”，为以后类似

救助开辟了新的渠道。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

“亲青筹”公益众筹平台由

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省青

年企业家协会共同发起设

立，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爱

心众筹，促进青少年成长成

才，推进社会建设发展。该

平台主要针对散而小的社

会捐助者，通过这个平台，

人 人 都 能 献 出 自 己 的 爱

心。平台的每笔捐款专款

专用，捐款的使用情况和拨

付时间将及时向捐方公布，

保障平台的公开、透明。该

平台于今年 5 月底正式上

线，所有项目经由当地团组

织审核上报，涵盖助医、助

学、助困及公益类的多类型

项目。此次募捐，是团市委

首次使用这一平台帮助困

难青少年。

记者从梁世磊家、市慈

善总会等了解到，加上此次

“亲青筹”的3.2万元，目前筹

集的善款已达 9.3 万余元。

梁世磊的父亲梁奕铎通过记

者向广大爱心组织、人士和

部门深表感谢。他说，因为

小女儿只有 4 个月大，如果

现在做肾脏移植手术，没办

法照顾她。他计划在明年年

初去做肾脏移植配对，如果

顺利匹配，将进行换肾手术。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

了，我要离婚。”在庭审最初，原

告李梅（化名）的声音很小，但

很坚定。

李梅与坐被告席上的丈夫

韩雷（化名）同为“80 后”，两人

相差3 岁，相亲认识两个月就订

了婚，一年多以后，两人办理了

结婚登记。

李梅性格偏静，韩雷却相

反，这也体现在两人生活方式

的差异上。虽然以前两人经常

为一些小事吵吵闹闹，但还是

能和好如初。不过，自从韩雷

找了份新工作，李梅就感觉力

不从心了。

“从2012年开始，我就觉得

不对劲了。”李梅说，自从韩雷

开始在夜场当领班，就经常晚

归。工作性质如此，李梅说自

己也能理解。但后来，韩雷下

班后不回家了，而且经常夜不

归宿。“平时两个人基本上没有

交流。”李梅说，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至今。

2015 年，李梅向塘下法庭

起诉要求与韩雷离婚，但因没

有证据证明夫妻感情已破裂而

被驳回离婚请求。之后，双方

没有和好。今年4月，李梅再次

起诉离婚，要求将孩子判由韩

雷抚养。“他的家庭条件比我

好，孩子应该由他养。”李梅说。

但令李梅没想到的是，一

向疼爱孩子的韩雷表示，他也

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记者 黄君君

“被告的抚养能力高于我，希望孩子由被告抚养。”

“我也没有抚养能力。”

8月3日下午，市法院塘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原被告双方均认为自己的抚养能力不及

对方，对方更有能力抚养孩子，如果离婚应把孩子判给对方抚养。双方各执一词。

那该如何是好？这时，庭上来了位特殊的“证人”——一位社会工作师，也是我市在家事审判中引入

的首位“家事调查员”，他应法庭要求就前期调查报告出庭作相应说明。

一起离婚案来了一位特殊“证人”
夫妻离婚，孩子该由谁抚养？法庭特派“家事调查员”调查双方抚养能力
最后，婚不离了，夫妻俩给“家事调查员”点了赞

夫妻陌路，却都要对方抚养孩子

经 办 法 官 林 爱 玉 可 犯 了

难：夫妻双方都不愿意直接抚

养子女，怎么办？

离婚案件中当然应该考虑

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且要以

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为原

则。双方和好的可能性既已不

大，那未成年子女的直接抚养

方就必须确定。林爱玉把自己

的难题跟庭里的法官们说了。

是否有一种相对客观的方

式来判断双方的抚养能力孰强

孰弱？在一次次头脑风暴中，

法官想到了弄份“赋分表”，逐

项对双方抚养能力进行打分。

在一次次的讨论后，一份包括

经济基础、个人品性、亲情关系

等 5 个方面 14 小项在内的“赋

分表”新鲜出炉。细心的法官

甚至考虑到了双方所在学区的

优劣对比。

那该由谁来打分呢？“我们

需要一个可以让原、被告都信

任的第三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

作。”塘下法庭庭长薛箴言说，

他们决定引入“家事调查员”，

委托社工进行调查。

经与团市委联系甄选，最

后决定委托市黑眼睛公益发展

中心对李梅和韩雷的子女抚养

能力进行调查，该中心负责人

梁锋带领两名社工负责本次调

查。

引入第三方“家事调查员”上门调查

法庭辩论结束后，照例要征

询双方是否有调解意向。“我不

想离婚。”这是韩雷说的。“离吧

……我再想想。”李梅的态度已

不如起初决绝。经办法官林爱

玉果断宣布了休庭。

休庭期间，林爱玉分别询问

了李梅、李梅的父亲、韩雷的意

见，还让李梅和韩雷单独谈谈。

回到法庭上，林爱玉提醒：“原

告，你仔细考虑清楚，等会正式

开庭了，说离就要离了。”

李梅还在犹豫。此时，旁听

席上的亲友们也纷纷做起了和

事佬。“我们结婚几十年了，吵吵

闹闹都有，被告去抱一抱原告，

一切就都解决了。”陪审员戴大

姐看不下去了，从陪审席上站了

起来。

韩雷在大家的鼓励下从被

告席上走了出来，走到李梅身

边，主动拉起了她的手。“这婚我

们别离了，我答应你，以后都听

你的话，作息肯定规律起来。要

是6个月后你还不满意，我主动

离婚。”韩雷这话一说，李梅紧绷

着的脸终于笑了出来。

最终，双方调解和好。婚，

不离了。

“让梁锋他们来来回回跑了

那么多次，我们感觉有点不好意

思。他们做得很专业，工作也很

负责，人也和蔼可亲，我们完全

信任他。”庭审后，韩雷和李梅两

人都还有些别扭，但说起几位

“家事调查员”，他们都给点了

赞。

“引入第三方对子女抚养权

的能力调查并且赋分，是塘下法

庭家事审判改革中的一个新举

措。第三方能够相对客观地把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抚养

能力进行调查，能够让法官看到

当事人在法庭上没有说、不想说

的一些事情，有助于法官查明事

实。”薛箴言说，“下一步，我们要

进行制度化，建设家事调查员制

度，特别是抚养权存在争议的，

要想办法制度化、常态化，我们

可能会考虑购买社会服务。”

[相关链接]

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涉及的

“家事案件”，是指确定身份关系

的案件及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

家庭纠纷，包括婚姻案件及其附

带案件，抚养、扶养及赡养纠纷案

件，亲子关系案件，收养关系纠纷

案件，同居关系纠纷案件，继承和

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等。

前后十余次调查走访，给出了评定意见

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是

我市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早在2014年就介入了市检察院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帮教，

至今有 13 人在该组织的帮教

下，重返社会、校园，目前在瑞

重涉案率为 0。这也为梁锋等

人在开展抚养能力调查和赋分

时积累了经验。

“现实比想象中来得更困

难。”梁锋说。从联系韩雷到见

到第一面，他们做了五六次尝

试，而见到韩雷之后，工作也并

不是一蹴而就。“我们的工作关

系到孩子的未来，必须要做得

细致一些。”梁锋说。炎炎夏

日，他带着助手十余次上门走

访，先后向原、被告本人及亲

友、所在村居、工作单位等了解

双方的抚养能力，并制作完成

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

“男方直接抚养能力较女

方强，建议未成年子女小花（化

名）由男方抚养。”在庭审中，梁

锋作为特殊的“证人”，出庭提

出了调查组的调查建议，并阐

述了理由。

“ 我 的 工 资 并 没 有 5000

元，只有两三千元。”韩雷认为，

调查报告中关于自己的经济能

力的结论有出入。“在调查中，

原告提出自己的工资为四五千

元，被告说是六七千元，被告工

作单位经理则是说 5000 元左

右。我们综合得出了这一结

论。”梁锋说。

梁锋的质证经双方当事人

质证无异议后，最终被法庭采

信。

婚不离了，夫妻俩都给“家事调查员”点了赞

帮助尿毒症少年梁世磊

团市委发起公益众筹

“亲青筹”3小时
筹款超3万元

■首席记者 缪星象

18岁少年梁世

磊患尿毒症6年，家

人倾家荡产为其治

疗的消息经本报报

道后（相关报道详见

7月14日3版《父母：

再穷再苦再累，决不

放弃你》），不到一个

月，爱心组织、爱心

人士通过上门看望、

银行转账、定向捐助

等多种方式，帮助梁

世磊一家。昨日，团

市委通过团省委公

益众筹平台“亲青

筹”为梁世磊发起众

筹，短短3小时就筹

集超过3万元，这也

是团市委首次发起

类似众筹，为以后我

市团组织帮助困难

青少年开辟了一条

新渠道。

爱心不断，援助不绝

“亲青筹”3小时筹得3万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