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绘
2024年5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林威 美编/建隆 校对/卓敏

A07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夫妻都同意
为何不准离？

妻子因病致残
丈夫提离婚怎么判？

在家事案件中，妇女和儿童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家事审判的宗旨意在保护妇女及儿童的合法权益。父
母对子女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应正确履行
自己的职责，充分尽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本案中，原、
被告均不愿意抚养患有抑郁症的女儿，这种行为违反了
公序良俗，违反了传统道德，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
益，是推卸责任的表现，不应予以提倡和鼓励，故虽原、
被告均同意离婚，也暂不能准予双方离婚。

夫妻不能遇到矛盾、困难就动辄诉诸离婚，离婚并
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原、被告应积极修复夫妻感情，
加强沟通交流，增进理解信任，为子女的成长创造良好
的条件；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无法维系时，对
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要妥善处理，以最大限度地保
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央视 山东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众号）

“夫妻”并不仅仅只是一种
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面
对患重病的妻子，丈夫坚决要求
离婚，法院会如何判决？近日，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样一起离婚纠纷。

泰州的赵先生患有先天视
力残疾，颜女士曾因患有轻微精
神分裂症经婚前治疗后一直处
于稳定状态。双方于 2004年初
经人介绍认识，颜女士如实告知
病史，双方 2004 年 8 月登记结
婚，次年生育一子。婚后双方之
间产生嫌隙，颜女士在生活琐事
的搓磨、生活环境的变化以及未
及时服药等多重因素下致精神
分裂症症状加重，逐渐失去了生
活自理能力。2010 年颜女士被
认定为精神残疾二级。

2020年 8月，赵先生向法院
起诉要求宣告与颜女士的婚姻
无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不符
合婚姻无效的条件，判决驳回
赵先生的诉求。2022年 4月，赵
先生诉至高港法院，以夫妻感
情破裂为由要求与颜女士离
婚，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不准离
婚。2023年 3月，赵先生再次起
诉离婚，仍被法院判决不准离
婚，赵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
维持原判。

本案女方患精神分裂症，对工作生活有一
定的影响，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重大疾病，对男方
是否愿意与女方结婚有重大影响。但女方婚前
已经向男方如实告知自己的病情，双方系经过
相处后自愿组建家庭，且在与男方登记结婚时
并不处于发病期间，因此本案女方婚前所患精
神分裂症不宜认定为“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
病”。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有扶养能
力的一方，对于有残疾、患有重病、经济困难的
配偶，必须主动承担扶助的供养责任。因此，夫
妻之间相互扶助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义务，任何一方不能以
任何理由任何形式逃避履行对配偶的扶助义
务。

对于涉精神病人的离婚案件，既要保障婚
姻自由，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患
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排考虑。在双方感情尚
未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应尽量做好调和工作，指
出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养的义务，应积极为患者
治疗疾病，控制其病情，以不离为宜。对婚前明
知对方患有精神疾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
妻共同生活期间患有精神疾病且久治不愈的，
在安排好弱势方生活、监护问题后可准予离婚。

（中国法院网）

夫妻之间相互扶助
是美德也是义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义务

山东的常某（女）与
王某（男）经人介绍认识
结婚，育有一子一女。现
儿子王大宝随被告王某
生活，女儿王小宝因患有
抑郁症在某医院住院治
疗。

两人婚后初期夫
妻感情尚可，近几
年来常因家庭琐
事生气吵架，故
常某诉至法院，
提出诉讼请求：
1. 判 决 原 、被 告
离婚；2. 抚养婚生
女孩王小宝，由被告
支付抚养费；3. 分割
共同财产，家庭轿车一
辆 价 值 10 万 元 。 庭 审
中，常某变更诉讼请求
第 2 项为要求抚养婚生
男孩。

王某在庭审中表示，
同意离婚，但是要求抚养
婚生男孩王大宝，不同意
抚养婚生女孩王小宝。

据了解，婚生女孩王
小宝患有抑郁症，现正在
某医院住院治疗。

法院审理认为，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是
法律规定的义务，原、被告
均不同意抚养王小宝，该
行为不仅违背了法律规
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不
应予以提倡，为了维护未
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故
对原告提出离婚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
决不准原告常某与被告王
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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