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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军豪

“结婚 11 年，内弟和岳母看不起
我，骂了我不知道多少次。在他们面
前，我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太窝囊
了。好在孙法官帮我解决了家庭矛
盾，挽回了我们的婚姻。”7月20日，小
凡（化名）说起自己的婚姻经历，百般
滋味涌上心头。

两年前，小凡第一次提起离婚诉
讼。找了知名律师代理，抱着一定要
离成的决心，小凡走进东昌府区人民
法院家事法庭。主审法官审理此案
时，考虑到感情、子女等各方面因素，
没有判决小凡和妻子离婚。之后，小
凡离开家，远赴深圳打工。其间，小凡
因为想孩子回过几次家。小凡说，在
深圳时，他非常想家，有时在梦中感觉
自己不是在深圳，而是在老家和孩子
一起玩儿。

今年5月中旬，回到老家的小凡，
再次向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提
起离婚诉讼。6 月 24 日开庭那天，小
凡起得特别早，生怕在开庭时出现意
外情况。他一次次拿起诉状，又一次

次放下，写了又划，划了又写。
开庭时，女方的父母

作为代理人出庭，男女双方互不相让，
气氛非常紧张。要不是在法庭上，双
方甚至要动手打起来。

当主审法官——东昌府区人民法
院家事法庭庭长孙锐询问孩子愿同谁
生活时，孩子天真无邪地说：“我想要
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晚上睡觉时我
好怕，还经常做噩梦，要是爸爸回来
了，我和妈妈就什么都不怕了。阿姨，
你能帮帮我吗？”

听了孩子的话，孙锐心里五味杂
陈。孩子的无助和无奈，萦绕在她心
头，使她夜不能寐。

6 月 25 日星期六，孙锐来到办公
室再次审查小凡的离婚判决书，准备
电子送达，但小凡孩子无助的眼神还
有那句“阿姨，你能帮帮我吗？”一次次
闪现在她脑海中。

不行，不能这样草率地让这个家
散了！孙锐抓起电话给孩子的妈妈小
苏（化名）拨了过去：“难道真的到了无
法挽回的地步了吗？难道夫妻11年的
感情真的一点儿都没有了吗？难道非
得让孩子承受和父母分离的痛苦吗？
有什么困难吗？看我是否能帮你解
决。”

“孙法官，我其实不想离婚，要是

我们真离婚了，以后我和孩子可怎么
过呀？”孙锐一连串的问话，直击小苏
心中最脆弱的地方。

小苏对孙锐敞开了心扉。原来，
她和小凡结婚之初，她的父母就对小
凡很不满意，虽然最终同意二人结婚，
但心里的疙瘩始终没有解开。小苏很
听父母的话，父母和弟弟非常强势，她
也不反抗，但真正意识到离婚快成定
局时，才感觉自己离不开丈夫。“这么
多年来，他工作很辛苦，对我和孩子也
挺好，虽然我们有时吵架，但不能都怪
他。”小苏说。

听小苏吐露完心声，孙锐稍微放
下心来，感觉这场婚姻有了挽回的可
能。最大的问题在小苏父母身上，孙
锐开始做小苏父母的思想工作。“谁家
的爹娘闹着让自己的女儿离婚？难道
这么多年，你们就看不到小凡的优点
吗？要是两个人真离了，外孙女的痛
苦你俩能替她承担吗？”批评完小苏的
父母，孙锐又开始给他们讲道理，“要
是小凡和小苏和和睦睦地过日子，最
省心的还是你们俩。”

听了孙锐的话，二位老人逐渐认
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表示以后不再
干涉小两口的生活：“法官说得对，他

们俩的事我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当初
的想法也是错的。”

当天下午，小凡如约来到法庭。
“你的女儿说，让我帮帮她，听孩子这
样说，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已
经做好了小苏父母的思想工作，他们
俩表态，今后不会再干涉你们夫妻的
生活了。最重要的是，小苏还依然牵
挂着你。”孙锐推心置腹地对小凡说。

“假如你坚持离婚，你是解脱了，
但把痛苦留给了幼小的孩子，你不觉
得自己太自私了吗？谁来补偿孩子的
父爱、母爱呢？”孙锐说。听到这里，小
凡已是泪流满面：“说实话，我也不愿
意离婚。在外工作，我惦记孩子，想念
妻子，离婚就是气头上作出的决定。
我不离婚了，回家好好过日子。”

小凡走出法院，心中的乌云已经
散去，身后是孙锐温暖的目光，家中是
妻子和孩子的期盼。

即将送达的离婚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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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轻轻滑动指尖就能购
物、交友、学习、赚钱……不过，网络上
也存在一些良莠不齐的信息和欺诈陷
阱。

7月20日，聊城市看守所的3名在
押人员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了网络
诈骗的一些内幕，期望能够通过这些
警示案例，让大家迅速识破网络上的
诈骗伎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跨境赌博提现“工具人”

周登笙是聊城看守所内的一名在
押人员。

“我原来不喜欢上网，后来购买了
一部智能手机，慢慢就迷上上网了。”
周登笙说，每天看新闻、读微博上的文
章、看着视频学做饭，成为他的生活习
惯。

周登笙浏览网页时，总是被页面
上下载软件赚钱的链接所吸引，也因
此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出于好奇，周登笙与自己的一位
亲戚在微信上聊起此事。对方表示，
可以给周登笙介绍足不出户就能赚大
钱的门路。

起初，周登笙并不相信。这位亲
戚表示，两个人沾亲带故，保证介绍
的途径比其他方式更赚钱，但有一
个条件——让周登笙严格保密。

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按照规
定完成流程后周登笙才明白，自己
的任务是给网络跨境赌博转账收款
提供帮助。在利益的驱使下，周登
笙答应了下来，而且越陷越深。本以
为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却进了看守
所。

“网络赌博危害非常大。赌徒一旦
成瘾，会输得身无分文。更有甚者，有
的赌徒因缺少金钱，还会去偷、抢、骗。
千万不要上网络赌博的当，否则后果不
堪设想。”周登笙深有体会地说。

一款投资软件“研发人”

聊城市看守所在押人员郑央央精
通电脑，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他非常自
责。

郑央央对自己精通电脑的特长不
能完全发挥深感遗憾，便和朋友商量，
精心设计一个“高智商”骗局，从网络
上赚点钱。于是，他们“研发”了一款
App，准备大赚一笔。

他们低价购买了一批平板电脑，
装上这款App，声称只要连接宽带，激
活软件进行投资，就能迅速提现，而且
投资越多提现越多。

就这样，经过郑央央等人的一番
“包装”，这批平板电脑以高于进价数
倍的价格卖了出去，郑央央等人赚了
不少钱。

可想而知，购买平板电脑的人根
本不能实现发财梦。后来事情败露，
郑央央及其同伙落入法网。

“一定不要相信非正式渠道发布
的广告，不要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
下载未经核实的App，切莫向他人提供
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如果我不与同伙
合伙骗人，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以后一定会遵纪守法，不走歪门邪
道。”郑央央说。

网上销售假烟“获利人”

聊城市看守所在押人员吴冬冬平
时喜欢上网，是个名副其实的网虫。

“有一次，一位微信好友给我发了
一张画有抽烟动作的图片，是一条调
侃信息。”吴冬冬回忆说，随后两人热
聊起来，话题也和香烟有关。两人约
定，在香烟上做文章，赚笔大钱。

他们利用特殊软件，与好友合伙
在网上卖假烟，赚了不少钱，正当得意
忘形时却露了马脚，进了看守所。

“网上兜售的假烟，一般价格比较
低，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假烟焦油量
超标，原辅材料劣质，对消费者危害极
大。今后我再也不会坑蒙拐骗了，诚实
守信、安分守己地挣钱才会‘赚出’平安
人生。”吴冬冬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
情。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