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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爹爹考驾照，科目一、二“一次过”
经验：掌握“巧劲”，老人学车也轻松 驾校：老年学员报名学车收费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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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你们抓我干什
么？我又没干坏事。”吉首火车站候
车室， 鲁某被民警抓获时惊恐地连
连辩解，直到得知自己“借”给朋友
的银行卡发生近50万流水，他才意
识到自己一点都不冤。

鲁某今年23岁， 湘西州古丈县
人， 原本面对民警一再坚称没犯过
任何事。“我们问是否有一张刚办不
久的银行卡借给了他人？ 他便坦白
了。”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鲁某觉得
自己找了个无本万利的活，“免费办
理一张银行卡， 把卡交给朋友就可
以轻轻松松赚钱。”

原来，鲁某不久前应“朋友”杨
某（另案处理）之求，用自己的身份
信息办了一张银行卡“借”给杨某使
用，杨某许诺会给鲁某一定报酬。在
明知银行卡借给杨某， 存在可疑问
题的情况下， 鲁某认为不是自己本
人直接使用，与自己没关系。再者，
受到杨某许诺报酬的诱惑， 鲁某便
将银行卡交给了杨某使用。

杨某得到银行卡后， 在微信上
以集资分“红利”的诱惑，骗取多人
大量钱财， 所得款项全部通过手机
转账的方式， 转到了鲁某的这张银
行卡上。截至杨某被抓，该张银行卡
流水金额已达429800元。 杨某被抓
后，供出转账银行卡持有人鲁某，鲁
某涉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 被公安
机关上网通缉， 直至被吉首火车站
派出所民警抓获。

民警提醒， 银行卡及身份证属
于实名制， 如果贪图小便宜出售自
己名下的银行卡或身份证， 有可能
被收售者用来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 甚至
成为“帮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
果身份证被用于冒领信用卡， 出现
恶意透支等问题， 会导致个人信用
受损、承担还款的连带责任。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张绍峰 刘亚平

本报4月6日讯 离婚不离
家，在当今社会并不鲜见。两口子
为了照顾孩子， 离婚后还住在一
块，甚至为了孩子读书买了房。没
想到女方找了新男友， 前夫一怒
之下起诉前妻， 要求返还购房时
自己支出的12万多元。 近日，湘
潭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该案。

离婚不离家，还一起买了房

湘潭人邓兵与前妻王娟原
本感情很好， 两人2011年结婚，
婚后生下两个孩子。但好景不长，
两人年龄相差了8岁，王娟总觉得
跟丈夫无法沟通， 而丈夫常年在
外工作，两人在一起时间不多，两
人慢慢离了心。结婚几年后，两人
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孩子是最深的羁绊，两人
为了照顾孩子，仍然住在一起。这
样住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感觉感
情修复不少。为了孩子读书方便，
他们还一起去看房，买了房子，房
子登记在王娟名下。

然而，孩子最终也没能挽回
这段感情，邓兵依旧常年在外工
作，而他在一次回家时，发现前
妻有了新男友，房子的钥匙也换
了，邓兵连门都没法进。

邓兵认为房子自己也出了
钱，多次找到王娟理论。两人多
次沟通后，达成协议：邓兵自愿
抚养两个孩子， 王娟有探视权。
如果邓兵把孩子转学回老家读
书， 必须三天内搬出这套房子。
如果邓兵让孩子在当地读书，则
是王娟从这套房子里搬出来，房
子无偿给邓兵住到大女儿小学
毕业再收回居住权。

虽然签了协议，但邓兵仍心
怀不满，认为自己在买房、装修

以及还贷款的时候前后出了十
多万元钱。 他把王娟起诉到法
院，索要各项费用12.4万元。

法院：不属夫妻共同财产

面对起诉，王娟辩解：邓兵
确实出了一部分钱， 但只有2.1
万元的装修费用，并且这笔钱已
经还给他了。其他的钱都是两人
经济往来， 有些是工作上的业
务，有些是生活日常开销，并不
是用来买房。她自己有固定工作，
收入来源固定， 买房的时候还有
自己父母的资助， 自己手头紧张
的时候，父母还帮忙还了贷款。

曾经的两口子在法院对簿
公堂，两人之间多年的资金来往、
装修明细单据都一一列了出来。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房产是
两人离婚后购买，不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该房屋不动产权证登记
为王娟单独所有，邓兵不是房屋
的共同共有人，因此不是共有纠
纷。邓兵的起诉，是在两人离婚
后的同居期间出现的财产纠纷，
因此，本案应定性为同居关系析
产纠纷。

邓兵主张支付了房屋装修
款2.1万元，王娟对此予以自认，
法院对该事实和金额予以确认。
但是邓兵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
证明转账支付了购房款以及偿
还了部分房屋贷款，应承担举证
不利的责任，法院对他这部分请
求不予支持。同样，王娟称已经
把房屋装修钱转回给了邓兵，同
样没有相应证据。据此，法院一
审判决，王娟返还邓兵房屋装修
款2.1万元， 驳回邓兵其他诉讼
请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虢灿

八旬爹爹考驾照
争取每科都能“一次过”

在徐德松看来，自己从小
到大都是个爱冒险的人。刚刚
退休时，他就想考驾照，但因
为被企业返聘， 常年在外，就
放弃了。2015年正式退休后，
又想起考个驾照，却发现过了
驾考70岁的年龄上限。

原本对于学车已不再抱
有希望， 直到去年11月突然
得知驾考新政， 放宽报考年
龄，他立马报了名。

“不服老， 想挑战自己。”
徐德松告诉记者，自己正在抓
紧练车，争取在“五一”假期前
拿到驾照，开车带着老伴到周
边游玩。“平时去哪都是孩子
们开车接送， 或者坐公交车。
自己考了驾照，以后老两口去
哪里都方便。” 徐德松精神抖
擞，看起来一点也不像80岁。

对于徐德松学车，家人开
始并不支持，“说就算是我拿
到驾照，也不敢坐我的车。”由
于年纪大， 记忆力有所下降，
徐德松花了一周时间准备科
目一考试，每天刷3遍题。考试
刚开始，一道“驾驶机动车在
冰雪道路行驶时，最高速度不
能超过多少？” 的选择题就丢
了分，给徐德松带来不少压力，
“我立马调整好心态继续做
题。”最终，徐德松考了94分。

科目一考试结束不久，徐
德松又投入到科目二的学习
中。练习近一个月后，徐德松

报考了科目二，最终以９０分
通过，“上坡起步定点停车，扣
了10分，以后要针对性练习。”
对于接下来的科目三及后续
考试，徐德松表示很有信心。

经验：掌握“巧劲”
老人学车也轻松

“他是我从业10年来，带
过年龄最大的学员，看到他顺
利通过考试，我很钦佩，他确
实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徐
德松的教练宁红艳说。

宁教练说，她曾教过一些
60多岁的学员，感受老龄学员
普遍不太自信，许多老人一坐
进驾驶室就发慌。此外，由于
身体机能下降，一些老人似乎
总是“慢半拍”，比如倒车入库
时，明明看到了定点处，应该
打方向盘，但手脚却跟不上眼
睛。除此之外，有些老人脾气
倔，爱面子，这就要求教学时
必须以鼓励为主，“徐爹爹学
开车，掌握了‘巧劲’，根据我
说的点位技巧去理解，再上车
练习，就事半功倍。”

宁教练还说，接下来的科
目三训练，她会耐心指导徐德
松掌握道路安全驾驶方法，教
他正确处理随机出现的交通
情况，让老人如愿在“五一”假
期前拿到驾驶证。

“我这么大岁数都还去学
车，所以年轻人不用怕，更不
要怕吃苦。”徐德松说。

■记者 杨洁规
视频剪辑 杨洁规

本报４月６日讯 调座椅、后视镜，系安全带，挂
挡、松手刹……４月６日，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株洲
天一驾校，徐德松老人正在训练场向“学弟学妹”们
传授科目通关秘诀，驾驶汽车稳步倒车入库、曲线行
驶，一气呵成。（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近日，这名已经80岁的爹爹因一次性通过科目
一科目二考试， 让高龄老人考驾照再次成为社会关
注的热点。

三湘都市报记者咨询长沙、 株洲多家驾校发现，咨
询驾考新政的70周岁以上老人确实不少，但真正像徐德
松一样付诸行动的却并不多。

长沙五一驾校校长陈虎介绍说， 新政实施以来，有
10余名老人咨询，以男性为主，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80
岁高龄，但最终上车学习的只有两三人，“65岁以上到70
岁学车的倒是明显增多。”

株洲万畅驾校校长周学畅介绍， 自新政实施以来，
他们接到10多位老人电话咨询，但真正递交资料的仅有
一人。之前，他们带着这名老人做了“三力”测试，而且老
人也顺利通过了这项测试， 但在备考科目一的过程中，
老人因记不住题目打了退堂鼓，最后主动放弃。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老年学员在报名学车时，收费
并无区别，但有着其他学员都羡慕不来的待遇，大多会
安排更加耐心的教练一对一指导，延长学习时间等。

▲徐德松老人在
练车。

▲

教练正在和徐
德松老人交流心得。

杨洁规 摄

老人考驾照咨询者多，行动者少

离婚不离家，还一起买了房
再次分手后，房子该怎么分
法院：不属夫妻共同财产

银行卡“借”朋友惹麻烦
男子涉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