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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向法院申请执行

多次家暴后才报警？肯定的！

近日，新吴法院宣判了一起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被告人何某（化姓）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这也是新吴法院今年宣判的首起拒执罪案
件。而他拒不执行的，是向自己亲生儿子支付抚养费。

女性平均被家暴 35次
才会报警，上周末，这个话题
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网友
诸多讨论，单日阅读量超过
600万。有人对数据表示怀

疑，有人讨论如何避免家
暴。那么这个数据从哪来？
事实真的如数据显示的那么
可怕吗？昨天上午，记者咨
询了专业人士。

隐匿收入，财产申报表上写着“无”

男子拒付儿子抚养费被判刑

这次，何某终于“回
头”了，他将拖欠款项的追
偿款和抚养费合计50余
万元全部筹集到位，交由
法院转交女方，并承诺会
继续支付后续抚养费用。
至此，前后拖欠近十年的
抚养费、追偿款案件终于
全部执行到位。

在随后公诉机关提起
的何某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案件中，法院综合考
虑金女士母子出具的谅解
书和何某的犯罪行为、悔
罪表现、履行情况等，判处
何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
刑一年。

“这么多年了，我们母
子俩对拿到这笔钱已经没
抱什么希望了。是法官们
一点一滴的工作让我们看
到了曙光，这笔钱来得太

不容易了，我会用好这笔
钱，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
成长。”金女士笑中带泪。

法官提示，一旦被执
行人存在涉嫌拒执行为，
面对的不仅是民事责任，
更将面临追究刑责，任何
试图挑战司法权威和法律
底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
律的严厉制裁。

（晚报记者 晓城）

2022年10月，在先申
请的追偿款案件中，法院
在扣划了何某的银行存款
及住房公积金1万元后，
没有找到其他财产线索，
几次查找、联系后，只能终
结此次执行程序。今年2
月，在后申请的抚养费案
件中，执行干警多次与何
某联系，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希望何某能积极履
行。但“我没工作、我没
钱、我很穷”成了何某的

“挡箭牌”，在向法院提交
的财产申报表上，他在各
项财产处均填写了“无”。

执行干警发现，何某
名下虽无财产，但还有一

家 100%持股的软件公
司。据调查，这家软件公
司在当地小有名气，承接
多项技术业务，有稳定的
客户群和项目。法院立刻
冻结了该公司的股权，并
多次组织双方进行执行和
解，但均没有成效，执行工
作陷入僵局。

“这样，你把手机拿出
来，支付宝和微信都打开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
中，执行干警“突击”检查
了何某的手机，翻阅了交
易记录。不看不知道，一
看吓一跳。何某使用的两
个微信、一个支付宝中，短
短数月就有十几万金额的

流水。执行干警仔细核对
了何某微信、支付宝的交
易记录发现，2022年11月
至2023年2月期间，何某
的微信、支付宝收入资金
达15余万元。同时，在何
某微信的聊天记录中，何
某与业务客户明确表示自
己的微信不能收钱，并将
现任妻子林女士的微信收
款二维码截图及银行卡号
提供给对方，要求对方向
妻子账户付款。

综合以上线索，法院
认为何某存在虚假申报财
产和隐匿、转移财产的行
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即拒执罪。

2014年，何某和金女
士（化姓）协议离婚，约定
儿子小何由女方抚养，男
方每月需支付儿子抚养
费，并向女方支付追偿款
12.5万元。没过多久，何
某就离开了无锡，到外地
定居、再婚。此后多年间，

他断断续续只支付过2万
多元的抚养费，结欠40余
万元，对孩子的成长也少
有过问。

后因客观原因，金女
士经济压力愈发增大，孩
子也快小升初，需要更多
教育经费支出。金女士

只得向何某讨要欠款，但
几次下来，何某均以各种
理由推脱。金女士无奈，
只得向法院起诉，经调
解，何某承诺会分期付
款。但此后还是分文未
付，金女士只得向法院申
请执行。

“家暴”话题再上热搜
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顾玫认为，所有人都应
该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家暴不
仅发生在夫妻之间，以老人、
儿童为施暴对象的家暴行为
同样不少见，但在实际工作
中，她从来没遇到过以老人、
儿童为主体的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申请，大玫工作室运行
多年来也从未接到过这样的
求助。“我们希望受到暴力行
为的人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现在法院出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尺度是越来越宽
松的，只要有初步的证据，法
院就会出具保护令。”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反
家暴需要构建一个涉及公
安、社区、法院、检察院、司法
局、医院、学校、民政、专业性
社会服务机构等多机构联动
的社会支持体系。去年开始

实施的《江苏省反家庭暴力
条例》也强化了家暴不是家
务事的观念，并设定了强制
报告制度，同时鼓励社会各
界向公安机关等报告家庭
暴力行为，查实后可以认定
为见义勇为。顾玫发现，多
数被家暴儿童没有自主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意识，
一般需要学校、居委会发现
后，以孩子的名义向有关部
门反映情况，“这就体现了
反家暴社会共治的重要
性。如果我们发现身边有
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孩子
向公安、法院反映。比如，在
医院或幼儿园的工作人员，
发现有孩子闷闷不乐，可以
问问孩子家里什么情况，及
时伸出援手。”

（甄泽）

顾玫是新吴法院大玫法
官工作室的负责人，是无锡
首个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平
台，家暴是常见的咨询内容
之一。顾玫表示，从数据来
看，近几年家暴咨询呈现逐
年降低的趋势，这既有生育
率降低等客观因素影响，也
有市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因
素。“家暴具有隐蔽性，往往
需要被家暴者自己提出来才
能被发现，因此，预防家暴的
源头是做好普法宣传。”

“大玫法官说家事”这个
栏目已经开设了多年，顾玫
能够明显感觉到市民对于家
暴的认知和维权意识都在不
断提高。“前些年刚开始推行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候，我
们觉得很难推进，原因就在

于证据太少。”顾玫介绍，很
多被家暴者并不知道该如何
固定证据，只会下意识地报
警，但是当公安机关到达现
场后，笔录上一般只简单记
录了双方因故发生推搡等情
况，至于推搡的前因后果是
什么、是不是单方的长期性
的暴力行为、会不会对受害
者后续的生活有威胁等大多
没有记录，这就使得家暴行
为难以判断：“现在，越来越
多的家暴案件中，公安机关
在前期就会出具告诫令，这
就让后续家暴行为认定有了
最直观的证据；当事人也会
有意识留存如就医证明、医
疗记录、社区调解记录等。
有了这些证据，我们出具人
身安全保护令会更加高效。”

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
这个数据是否真实？无锡市
新吴区人民法院法官顾玫表
示，她们并未做过类似的统
计，因此无法确定这35次的
数据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
是肯定的：报警的家暴案件
中，必然存在多次家暴行为。

一般来说，在婚姻关系
中，婚姻时间越长，夫妻关系
会磨合得越来越和谐，但是
在顾玫此前接触的一起案例
中，前来咨询的是一名上了
年纪的老太太，这就让她很
纳闷：“怎么反而到了晚年，

才来说存在家暴的情况？”这
名老太说，其实自己遭受家
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
考虑到一旦离婚，自己不确定
能否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如
果扔给男方，自己是解脱了，
但是孩子会不会受到伤害？”
正是这种种原因，使得老太没
有付诸法律，等到如今两个孩
子成年了，也能够独立生活
了，老太太便有了“为自己而
活”的念头，在某次和丈夫因
琐事再次爆发矛盾后提出了
离婚，并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

近日，锡山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消防退役军人组成的“老兵宣讲团”走进辖区
敬老院，宣传8月1日起实施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并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齐天一 摄）

家暴咨询呈下降趋势

老人、儿童也需被关注

隐匿收入拒付抚养费

抚养费、追偿款全部执行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