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孩子父母不能掉线
庭后，承办法官分别同孩子和家长进

行了疏导和劝说，着重引导家长重拾教育

责任。孩子在校园生活不顺，父母作为监

护人应该对孩子更加关爱、照顾，帮助孩

子走出情绪困境，早日回归校园。不论游

戏是否包含抽奖或赌博元素，治愈孩子的

心灵是决不能依靠游戏来解决的，放任孩

子超长时间玩游戏看似顺了孩子的心，实

则是逃避监护职责。家长行动上的关心、

关爱，才是拯救孩子的关键。

法官提醒

海 南 二 中

院表示，在民事

诉讼中，当事人

举证意识不强，

会不同程度妨

碍诉讼秩序，或

造成司法资源

浪费。该案例

旨在唤醒并适

用《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零

二条规定，对增

强当事人的举

证意识、提高举

证能力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法院释法

法官说法

子女要关爱
“抢娃”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 明确规定父母双方均平等承担

对未成年人监护、实施家庭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一方行使监护权时不应侵害、

阻止另一方行使监护权利。在婚姻

纠纷过程中，亦不能以抢夺、藏匿

未成年子女作为争夺抚养权或财产

分割的筹码。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

财产，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企图

通过抢夺、藏匿子女来切断其与另

一方的联系，不仅不会因此获得抚

养权或财产，而且可能视情节轻重

被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请记住，孩子不是武器，不要

把藏匿子女当作砖石去堆砌新的伤

痛堡垒。相反，即便爱情已逝，也

要为了孩子重建爱的桥梁，让孩子

的世界仍有温情。

巨额
充值

孩子在学校与其他同学发生矛盾，产生了厌学的情
绪，父母便想着用网络游戏来给孩子治疗，没想到没治好
厌学，还发现孩子充值4万多元，向游戏公司申请退款被
拒，最终闹上法庭。近日，文昌法院审理该起案件，判决
家长和游戏公司均有责，游戏公司退还部分资金。

南国都市报记者林文泉实习生黄叶

南国都市报11月6日讯（记者 吴岳文）“法官，

孩子的父亲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私自让孩子的奶奶带

孩子到东北生活，我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孩子了……”

近日，文昌市法院符娟法官在审理一起离婚纠纷时，

了解到男方存在藏匿未成年子女、怠于履行家庭教育

义务的行为，遂向当事人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敦

促、责令离婚纠纷当事人依法履行教育义务。

刘某、王某系夫妻关系，于2020年生育一子小

刘。后来，因家庭琐事夫妻吵架产生矛盾，双方分

居。2022年6月，刘某在未经王某同意的情况下，私

自让刘某母亲将小刘带离海南前往刘某老家黑龙江省

生活。王某多次向刘某要求看望儿子小刘，刘某均未

理会。小刘自2022年6月起未回过海南与父母共同生

活，刘某、王某也未曾回黑龙江探望儿子小刘。

承办法官认为，未成年人父母享有法律规定的平

等监护权。此案中，刘某、王某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均有照顾监护孩子的权利和义务，刘某私自让母亲将

儿子小刘带离海南生活，使得小刘在不到两岁时便远

离父母生活。期间刘某未探望小刘，也未让小刘回海

南与其共同生活。

刘某这种怠于履行家庭教育义务的行为，不仅对

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也是对王某平等监

护权的侵害，剥夺了孩子享有母爱的权利。为保障小

刘的健康成长，法院责令刘某行使监护权时不得侵

害、阻碍王某的平等监护权，同时刘某、王某应相互

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为小刘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使其在父母的陪伴及教育下健康成长。

近日，文昌法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原告，

今年11岁的小星（化名）和他的家长，家长称孩

子在游戏里充值4万多元，申请退款被游戏公司

拒绝，遂告上法庭。考虑到小星尚未成年，为

避免影响孩子上课和正常生活，承办法官决定

联系游戏公司进行商量。游戏公司寄来厚厚的

证据，称反对原告的全部诉求，绝不妥协。

庭审远程连线中，被告游戏公司辩称，该

款游戏有最新的实名认证系统，该游戏账号是

用小星父亲的信息注册的，不是小星；该号经

常从上午八九点玩到凌晨，小朋友白天要上

课，晚上要休息，怎么可能这样玩；原告没有

证据证明钱是小星充的，这四万多不是偶尔一

次或者几次充的，是持续了大半年，差不多每

天都充，小朋友怎么可能瞒得住家长这么久，

而且花这么多钱，故而公司不能退款。

小星的家长介绍，小星因在学校和同学闹

矛盾，产生了厌学情绪，已经多天没去上学。

家人怕小星抑郁，只好允许他拿父亲的备用手

机玩游戏，但不知道孩子一天玩这么长时间。

后来，看到小星的黑眼圈越来越重，就想劝他

放下手机出门走走，早日回学校。但小星以死

相逼，家人实在管不了，支付密码也是这样被

迫给了小星。家长表示，小星本来说游戏免费

玩，后来看到别人在充钱玩，就跟风充值，从

首冲6元“迎新礼包”，到无数个648元“大礼

包”。在小星充值7000多元时，小星爸爸投诉

过游戏公司，但是游戏公司不给退。家人那时

觉得金额不大也就不了了之，结果到目前已经

充四万多元，不得已才来法院。

文昌法院审理认为，小星上百次充值消费行

为，已超出这个年龄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能

力，责任当由双方按各自的过错承担。游戏公司

收到小星父亲的投诉之后，只凭经验判断不像未

成年人，罔顾家长投诉，既没有再核实游戏账号

的实名认证信息，也没有询问是否要给账户设置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防沉迷措施；小星父亲发现小

星的游戏充值后，既没有修改支付密码或限制支

付防止小星继续充值，也没有教导小星控制游戏

时间和充值金额，等到小星充值了四万多元时才

起诉，为时已晚。显然，双方在网络服务过程中

均有过错。最终，文昌法院判决游戏公司向小星

退还一部分充值款。

打官司不及时举证
小心被法院处罚

南国都市报11月6日讯（记者 林文
泉实习生黄叶）日常生活中，群众打官司

都会积极将自己所掌握的证据提交给法

院，争取对自己有利判决，但总有少数人

在打官司时拖拖拉拉，不及时举证。近

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民事

诉讼案件中当事人的逾期举证行为，作出

3000元的处罚决定，以警示此类妨碍诉

讼的行为。

海南二中院在受理上诉人谢某（原审

原告）与被上诉人李某（原审被告）、原审

第三人陈某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后，及

时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举证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明确指定了举证期限。之后，谢某

逾期提交2022年12月及2023年3月其与

陈某的两段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二审证据。

经审查，该微信聊天记录具有真实性、合

法性与关联性，能证明该案部分事实，海

南二中院予以认定。结合该案其他事实，

案件得以改判，谢某的上诉请求基本得到

支持。

经查，上述微信聊天记录形成于一审

立案前，并非一审判决后形成的新证据，

与该案基本事实相关。而谢某在二审才作

为证据提交，影响到判决结果，对此未能

作出合理解释，系因重大过失而逾期举

证。这一行为妨碍民事诉讼的正常秩序，

海南二中院依法作出“司惩1号决定”，

对谢某罚款3000元，限期缴纳。处罚决

定书送达后，谢某两日内主动交纳了罚

款，至此该案处罚执行到位。

父母用网游治疗孩子厌学
大额充值退款被拒闹上法庭
法院：家长和游戏公司均有责，游戏公司退还部分资金

孩子不是“战利品”！

文昌法院向“抢娃”行为
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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