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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前夫蒋某再婚后又
离婚， 张某这辈子可能都不会
知道前夫在与自己的那段婚姻
内，为小三购车、买保险。

50 岁的张某来到临澧县法
律援助中心。 她因病致残，无法
说话， 便咿咿呀呀焦急地用手
比划寻求帮助。

离婚已经 4 年了 ， 她还能
为自己讨回公道吗？

离婚 4年发现前夫育
有私生女

2022 年 7 月 27 日，临澧县
法律援助中心来了一名特殊的
女当事人。

她神情焦急、面容憔悴 ，见
工作人员听不懂她咿咿呀呀的
发声，便双手合十又不停比划。

通过一番艰难沟通， 工作
人员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当事人姓张， 出生于 1972
年。 患特殊疾病，导致神经肌肉
萎缩，生活不能自理，也无法同

正常人一样说话交流。
根据张某提供的资料 ，工

作人员发现其在 1996 年与蒋
某登记结婚 ， 婚后育有一女 。
2018 年 1 月，两人协议离婚。

离婚协议书中 ， 双方就财
产及债务问题约定：“位于某村
的房子归男方所有， 女儿是唯
一继承人， 双方无债务 、 无存
款。 ”

2019 年 6 月， 蒋某与余某
登记结婚。 同时，其以照顾张某
为由，依旧与张某同住。

2022 年 7 月， 余某向临澧
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从蒋某拿回的相关诉讼资
料中， 张某发现蒋某早在 2012
年便与余某相识交往 ， 并在
2014 年生育女儿余小乐 （化
名）。

两人交往期间 ， 蒋某为余
某支付 10 万余元购车 ，还支付
6 万元为余某购买社会养老保
险费。

2018 年 9 月， 与张某办理
离婚手续后不久， 蒋某又支付

30 万元为余小乐购买商品房。
看到这些帐单 ， 县法律援

助中心工作人员明白了张某到
来的目的， 立刻为张某办理法
律援助手续， 指派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郭辉办理此案。

追回婚内夫妻共同
财产 16余万

离婚已有 4 年 ， 张某可否
还能追回原本属于夫妻共同分
配的财产？

《民法典 》第 1092 条规定 ：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
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
方财产的，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
者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
上述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

郭辉希望能为张某争取最
大补偿。 可张某无法像正常人
一样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
这有可能会影响维权效果。

好在张某能够使用手机打

字，郭辉便利用微信沟通，慢慢
引导其将事情经过与所收集到
的证据情况表达出来， 并以最
快时间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
撤销蒋某对余某赠与财物的行
为， 要求余某返还财物 463566
元。

一审法院认为 ， 蒋某违反
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其对
余某的赠与亦违反了公序良
俗。 余某在明知蒋某有配偶的
情况下与其发生婚外情， 其接
受赠与并非善意、有偿取得，故
蒋某的赠与行为及两人之间的
赠与合同无效， 相关财产应予
返还。

蒋某为余小乐购房时间发
生在其与张某离婚之后， 该赠
与应视为蒋某对其个人财产的
处分，故不应返还。 如张某认为
蒋某在离婚时隐瞒了该笔财产
要求分割， 可另行主张请求再
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10 月 31 日，临澧县人民法
院判决余某向张某返还包括车
产 103566 元 及 保 险 费 60000

元，共计 163566 元。
张某、 余某与蒋某均对上

述判决部分不服， 向常德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余某认为， 虽车辆登记在
其名下， 但实际使用和控制人
为蒋某， 其已经返还车辆不应
再返还购车款 103566 元。 针对
6 万元保险费，余某辩称虽是蒋
某与张某共同财产， 但张某仅
享有一半份额即 3 万元 ， 最终
只需返还 1.5 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 ， 虽案涉车
辆目前由蒋某实际控制， 不能
据此认定余某已向张某返还了
购车款。 夫妻财产除另有约定
外，应为共同共有，在正式分割
前， 双方所占财产份额并未确
定， 且蒋某一审已经明确表示
将余某应该返还的财产全部分
给张某 ， 故对余某只需返还 3
万元社会保险费的主线不予采
纳。

2022 年 12 月 21 日， 常德
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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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薛建周

5 月的春风吹拂三湘大地，
温润每一个角落。

在武冈市邓元泰镇的大山
深处，有一个 500 多户 、人口近
2000 的 苗 汉 混 居 村———黄 茅
村。 因地处偏僻，一直名不见经
传，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

变化， 从湖南省司法厅驻
村帮扶工作开始， 这个普普通
通的山村，一跃成为了模范村。

基础设施提质
美丽乡村展新颜

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乡村振兴决策部署， 扎实推
进驻村帮扶工作。 2021 年 4 月，
经省司法厅党组研究， 把政治素
养好、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
优秀骨干选派到助农一线 ，组
建工作队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2021 年 5 月， 省司法厅公
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副处长陈毅
锋带领队员全必章、 薛建周正
式入驻。

驻村帮扶工作队经常穿梭
于各个农户之间， 两年来早已
和村里的人熟络， 村民见到帮
扶队从自家门前经过， 都会热

情地发出邀请。
“经常性地多看看，多跑一

下， 更能了解老百姓的实际情
况，群众工作做好了，工作效率
也提升了， 这也是我们作为司
法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 ”陈毅
锋如是说。

通过研究政策细分规划 ，
驻村帮扶工作队争取多部门支
持 ，兴修产业路 、旅游路 ，整修
山塘、打造美丽院落、建设法治
宣传广场、法治古树公园、多功
能活动中心、 点亮太阳能路灯
……村支书朱从建笑得合不拢
嘴，“村里更漂亮了， 老百姓幸

福感、获得感更足了”。

强化法治治理
文明新风浸人心

黄茅村位居山麓，小溪流水，
古树成群。 但过去古树群荆棘丛
生、垃圾成堆。 驻村帮扶工作队进
村后，结合美丽庭院建设，将村民
聚居区的古树群落整理改造成了
一个个不同主题的法治小公园。

截至目前，该村已建成法治思
想、宪法、民法、禁毒与扫黑除恶 5
个主题法治公园，以及法治广场和
法治长廊。

驻村帮扶工作队特别重视法
治宣传工作，还向省白马垅强制隔

离戒毒所争取在黄茅村援建了全
省首家乡村青少年禁毒科普教育
主题馆，通过实物、图文和音视频展
示新型毒品和吸毒的危害， 同时
设置触摸屏、 挥手投影等高科
技设备， 吸引了大批基层干部、青
少年以及普通农民前来参观学习。

此外，在村多功能活动中心还
开设法治讲堂和法治书屋，让村民
学法有去处。

经常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法治文化活动， 基本做到了季
季有活动。 连续两年寒暑假期
间， 湖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均选派优秀青年师生团队进村
开展 “送法下乡 ”活动 ，每次驻
村时间均在 1 个月左右。

省司法厅老干部主动要求进
村开展法治体验式培训、“现身说
法”现场入户调解疑难案件。 通过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面对面的方式
说法，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效果。

壮大集体经济
强村富民路更宽

带动村民就业， 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 是驻村帮扶工
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方面， 推广电商平台产
业 。 利用国家消费帮扶政策 ，

2021 年 10 月率先在湖南乡村
振兴馆注册武冈第 1 家村级合
作社店铺以及国家“832”平台 ，
组建运营团队积极对接政府 、
企业单位采购农副产品。

另一方面， 支持发展传统优
势产业。 立足黄茅自然资源禀
赋，引进文华现代农业、南芗米
业、金浪农业等龙头企业，重点
培育了富硒大米、稻田养蛙、稻
田养鱼 、清水鱼 、温室养鸡 、露
营基地、 水上乐园等 7 个产业
项目， 带动村民就业和致富增
收。 村民合作社与湖南省农科
院开展百合种植研究，产品远销
香港、澳门及欧美国家。 将国家投
入产业资产以资产折股量化分红
方式入股相关产业，不断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

同时，通过新闻、抖音、短视
频等宣传黄茅村各种资源 ，指
导富硒米产业大户在高铁站 、
地铁站投放产品广告， 有力推动
了乡村产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黄茅村 ， 基础设施
完善了，环境变美了，产业变强
了，群众也变富了。 一幅幅和谐
美丽乡村画卷映入眼帘， 欢声
笑语不绝于耳， 处处透着祥和
与喜乐……

法治赋能产业兴 黄茅岭上苗汉亲
———湖南省司法厅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纪实

重修居民饮水点施工现场。

离婚后发现前夫婚内为小三购车

法援助 50岁的她追回 16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