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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曹女士与丈夫江先生结婚多
年，一直是外人眼中的模范夫妻，直到
年轻漂亮的小陈出现。

2007年，20岁的小陈被招聘到江
先生公司，年龄差距20多岁的两人成
为情人。江先生出手大方，瞒着妻子给
小陈买房， 多次转款。 纸包不住火，
2013年，曹女士无意中知晓，她找到
小陈摊牌。随后小陈与江先生分手，当
年年底，小陈与他人结婚。

在小陈与江先生结束关系时，两
人对此前江先生赠与的财产做了了
断，江先生给小陈转账20万，小陈把江
先生给自己买的房子转到对方名下。

原本以为恢复了平静生活， 没想
到小陈结婚半年后离婚，旧情复燃。两
年多后，两人再次分手。小陈与前夫复
婚，还生了孩子。后知后觉的曹女士很久
后才得知，两年多里，丈夫多次打款给小
陈，买车、买首饰等。

本报4月20日讯“日防夜防家贼
难防”，对于这句话，常德一服装店老
板龙小雨（化名）可以说有深刻体会。

为生意忙前忙后的她没料到自己
聘请的员工竟然动了贼心。 一年多时
间，龙小雨微信绑定的银行卡内，被一
名员工分60次转走11万多元。

龙小雨在常德津市市经营着多家
服装店。4月1日，她通过手机银行查看
账户余额发现少了5888元，于是在网
上银行查看转账信息，结果显示，这笔
5888元的转账发生在4月1日13时许。
钱是被谁转走的呢？ 为了弄清事情的
真相，她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民警调查并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系龙小雨店里的员工卢某。 在证据

面前，卢某承认她盗刷了老板5888元
的事实。

民警深入调查发现，2019年2月，
卢某无意中知道了龙小雨的微信支付
密码。卢某第一次作案时，只偷偷转走
200元。得手后，卢某又惊又喜，不仅将
转账记录删除， 而且若无其事地将手
机放回原处。

之后，卢某的贪欲越来越强烈，在
一年多的时间内， 她陆续将60笔资金
存入自己的微信账户， 每笔金额有几
百上千元不等， 最高一笔有8888元，
总数达11万多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卢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吴林芳 刘定朋

丈夫婚外情，买房买车转账打钱花费近百万,最终还是分手了

妻子起诉“第三者”还钱，追回近40万
丈夫婚内出轨，跟“第三者”分分合合，买车买房转账打钱，前前

后后花了近百万最终还是分手了。情感纠葛的闹剧落幕，妻子起诉
“第三者”及丈夫，索要丈夫赠与的财物。

近日，常德中院二审宣判该案，判决“第三者”返还不当得利近
40万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李思缘

【纠葛】 一段分分合合的婚外恋

法院审理后认为， 曹女士和江先
生婚姻受法律保护， 江先生未经妻子
同意，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擅自将夫
妻共同财产赠与小陈，其行为有悖于社
会的公序良俗，违背了法律规定，侵犯
了曹女士的财产权益。

江先生与小陈第一次分手时，双
方对以往经济往来作了一个协议了
断， 小陈把名下房屋低价转让给江先
生，并且此前转账金额均有合理说明，
2013年之前的经济往来全部结清。此
时，曹女士对这一行为也是知情，案件
审理时， 曹女士要求小陈返还第一次
分手前的财产已超过诉讼时效。

江先生第二次与小陈交往时，曹
女士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江先生
为小陈买车， 但有充足证据证明在此
期间转账22笔，39.95万元。

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
归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
财产具有平等处理权， 任何一方处理
夫妻共同财产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
江先生向小陈赠与的财产， 是他与妻
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
为夫妻共同财产，并未进行分割。江先
生未经其妻子同意， 将非因日常生活
需要的夫妻共有财产擅自赠与小陈，
严重损害曹女士的财产权益， 该赠与
行为无效。本案中，江先生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小陈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赠
与款项，违背公序良俗。小陈无正当理
由， 取得他人合法财产， 构成不当得
利，应予返还。

据此， 常德中院二审判决小陈返
还曹女士不当得利款39.95万元。

曹女士把丈夫和小陈起诉到常
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
判决小陈返还丈夫前后赠与的近百
万财物，其中包括了买房、买车的钱。

庭审时，小陈辩称，第一次与江
先生交往的几年间，不清楚江先生婚
姻情况，不是不正当关系。并且江先
生夫妇财产独立，双方各自名下都有

多套房子，江先生有独立处分自己财
产的权利，不应当认为给曹女士造成
了损失。

而此时，一心回归家庭的江先生则
称，他和小陈断断续续长达11年的恋人
关系， 小陈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婚姻状
况。他送东西、打钱给小陈时，并没有想
着追回，所以没有保留相关证据。

【诉讼】 妻子起诉丈夫和“第三者”

【判决】 法院判返还近40万元

11万元不见了！ 员工60次盗刷老板手机

【纠纷】
赔偿金之争
公婆状告儿媳孙儿

文杰在宁乡市某企业工
作， 妻子在服装厂上班，15岁
的儿子在长沙读书。本该其乐
融融的一家，却在2019年8月
的某天被打破。

那一天， 由于设备发生
故障， 导致文杰不幸死亡。
公司为他申请了工伤赔偿，
与此同时，还通过当地的人
民调解委员会，给文杰妻子
刘芳（化名）先予支付了40
万元。经协调，剩下的 57万
元将保管在文杰生前所工
作的公司账户内。

赔偿金的分配原本已经
商议好，文杰的父母却突然表
示要多分些。这是为何？对此，
文杰的父母解释道：“按照法
规，我儿子工伤死亡后，国家
每月会返一笔供养亲属抚恤
金给我们，可是儿子的死亡证
明、 火化证明全在儿媳手上，
她又不肯跟我们办，这让我们
不能接受。”

与儿媳协商无果后，公婆
将儿媳、孙子一并告到了宁乡
市人民法院，要求重新分割这
笔死亡赔偿金。

【交锋】
为了孩子
公婆与儿媳都不肯让步

法院内， 承办法官龚洪
胜考虑到原被告双方关系特
殊、 要求分割的财产性质特

殊，决定组织庭前调解，缓和
双方关系。

“儿子丧事花费的2.8万
是我们出的， 我们要得不多，
只要个15万元，主要是替孙子
保存着。孙子还未成年，要是
儿媳改嫁了， 这个钱怎么办？
我们要多分点钱，也是为了孙
子。”面对法官，老人说出了自
己“变卦”的缘由。

对于公公、 婆婆的起诉，
儿媳刘芳也有自己的看法。刘
芳说， 自己打工挣的钱不多，
以后孩子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钱肯定是会花在孩子身上的。
“我们一个是没了丈夫， 一个
是没了父亲， 儿子现在才15
岁，读书、生活都需要用钱，这
笔抚恤金和死亡赔偿金应该
归我们所有。”

双方的第一次调解，从中
午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终
因双方均不肯作出让步，不欢
而散。

“虽然第一次调解没成
功， 双方都很强硬不肯让
步， 但这个案子只能调解，
如果进入庭审，不仅会使双
方更加对立，更有可能导致
家 庭 之 间 的 关 系 难 以 挽
回。”经过第一次调解，法官
发现，从主观上来讲 ，双方
之所以不肯让步， 都并不是
为了多得多少钱，而都是从孩
子的未来出发的。“客观上讲，
双方都请了律师，也明白了解
死亡赔偿金的财产分割不是
遗产分割， 一般是按第一顺
位继承人平均分配，也就是
文杰的父母能分到近 50万

元，远超刘芳的预期。”

【结局】
三次调解
终于将这家人劝和

2020年清明节， 承办法
官龚洪胜抓住扫墓的契机，
驱车来到两位老人乡下的
家中， 再次组织双方调解。
虽然双方见面后气氛依旧
紧张，但通过“背靠背”的调
解，法官意识到双方都有让
步的想法。 借着这股势头，
法官再次劝其庭前调解 。
“虽然文杰意外死亡， 但你
们依然是一家人，有割舍不
断的血缘关系，应当以家庭
为重、以亲情为重……”

4月10日，在第三次调解
中，双方达成一致，两位老人
还表示再从自己的份额中
单独拿出2万元给孙儿 ，同
时将所继承的文杰的遗产
也全部赠与孙儿，并写进了
协议 。“做爷爷奶奶的肯定
都想你将来有出息，说实话
我们拿这些钱也用不完，将
来你要有困难， 随时可以和
我们说。”两位老人牵着孙儿
的手说。“爸、妈，对不起，之
前是我误会你们了，我一定
会把儿子带好，我也会一直
对你们尽孝的。” 刘芳拉着
两位老人的手说，双方冰释
前嫌。

4月17日，双方当事人在
承办法官的见证下将所有领
款手续均办理妥善，一家人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97万赔偿金咋分，公婆状告儿媳、孙子
法官三次调解，终于将这家人劝和

双方当事人正在进行庭前调解。 通讯员 供图

因设备故障，文杰（化名）不幸死亡，家属获得97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但这笔赔偿金却引发了家庭纠纷，公公、婆婆把儿媳和孙子告上了法庭。

4月20日，记者从宁乡市人民法院流沙河人民法庭获悉，由于法官及
时调解，总算让这家人和睦如初。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