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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随着驾考规则调整，难度逐步
增加，很多驾校学员一提起“挂科”就头

疼。一些不法分子摸准了学员急于拿到驾
照，幻想“买保险”“走捷径”的心态，打着“有
渠道”“包过”“保过”等旗号布设骗局。前不
久，一起驾考领域网络诈骗案一审宣判，法院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案情回顾】

“我来报案，我在网上办理驾驶证
被骗了！”2023年7月8日，公安机关接
到杨女士报案，称自己被人骗了3000
元。几天前，两次都没有通过驾考科
目三考试的杨女士在手机上刷到一则

“驾考包过”的抖音视频，饱受“挂科”煎熬的
杨女士心动了，便添加了对方微信。交流中
对方自称是某驾校的金牌教练，可以提供包
过服务，让杨女士放心去参加考试，如果考试
通过了，支付一定好处费就可以，并向杨女士
发了多张成功“帮助”他人通过考试的图片。

杨女士的最后一次科目三考试依旧没有

通过，便急匆匆地在微信上联系“金牌教
练”，对方表示可以将杨女士的驾考成绩修改
为合格，但需要其先支付 3000 元“包过费”。
心急的杨女士将钱转给对方后，多次查询驾
考系统，成绩仍然为“不合格”，杨女士再次联
系对方却发现自己被拉黑，这才意识到可能
被骗了，遂报警。杨女士向民警描述完相关
情况，也表示十分懊悔，是自己想着走捷径，

这才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8月3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抓获归案。经查，陈某某是无业人员，根本不
是什么驾校的金牌教练，更不可能有能力修
改驾考成绩。他打着驾校教练的旗号，通过
在“抖音”App上发布驾考包过视频、私信抖音
消息等方式，物色想通过驾考的人员。陈某

某 谎
称自己有能力帮助考生通过考试，如果
被害人考试后成绩合格，便会认为是获得了

“帮助”，就会给他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好
处费。如果被害人不能通过考试，他则以“修
改考试成绩”为由骗取被害人支付一定费用。

检察机关审查认定，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7月间，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多次骗
取11名被害人共35300元，数额巨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并作出以上判决。
【法官提醒】

驾驶证是每个公民驾驶机动车的资
格证书，不仅关系到个人生命安全，更关

乎 社
会公共安全。检察官提醒，一些声称“花钱包
过”“代办代考”的机构或人员，往往通过话术
伪装骗取学员信任，引诱被害人上当受骗损
失钱财。然而考取驾驶证无“捷径”可走，必
须严格通过正规考试依法取得。

警惕驾驶证“包过”诈骗陷阱

【案情回顾】
2019年9月9日，

高某驾驶摩托车在公路
上行驶，不料被一根横跨于道

路中间的电缆线绊倒，连人带车摔
倒在地。电缆的两头还分别悬挂在道

路两端的电线杆上，现场既没有人员看守，
也没有警示标志提醒存在危险，事故造成高某身

体受伤、车辆受损。高某将搭挂电缆的电线杆所有者
某有线电视网络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法官释法】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
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
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案中，高某驾驶摩托车正常行驶，行驶过程中被

掉落的电缆绊倒，属于物件脱落造成的损害。根据查
明的事实，掉落电缆线所架设的电线杆归某有线电视
网络公司所有、管理，其应对于电线掉落的风险和隐患
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该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提交的证
据不足以证明自身没有过错，故应对高某摔倒受伤承
担赔偿责任。而高某作为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未注
意观察路面情况，未尽到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最终，法院判决有线电视网
络公司对高某损害承担80%责任，高某自身承担20%
责任。

物件脱落、坠落损害责任是指建筑物、构筑物或其
设施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如搁置在阳
台上的花盆、鸟笼，悬挂与房屋外墙的广告牌、空调机，
脚手架上悬挂的建筑工具等，非因人力介入而自发脱
离、坠落。管理义务人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搁
置物、悬挂物品进行定期维护和检修，防范因极端天气
或年久失修等问题引发“飞来横祸”。电线杆等支柱的
责任单位应当对其架设的线路进行审查备案，如有废
弃线路应及时拆除、更换。而作为过路行人或机动车
而言，要增强生活中自我保护风险意识，多留意、多观
察，防止因突发情况导致自身受损。

骑摩托车被电缆绊倒

该找谁赔偿

【案情回顾】
田某和龙某共育有四名子

女，分别为长子田明、长女田
娟、次女田丽，次子田强。田
某于2003年去世，龙某于2021
年去世。田明起诉要求分割
父母名下房产的售房款以及
租金收益。

田娟等三人辩称，不同意
田明的诉讼请求，田明对被继
承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客观
上遗弃了被继承人，即使可以
继承遗产，由于未尽到赡养义
务，也应该少分或者不分。三

人向法庭提供了“断绝父子关
系协议”书证一份。该书证上
面写明：今有田某、龙某与田
明断绝父子关系，田明没有田
某、龙某这个父母，田某没有
田明这个儿子，今后田某、龙
某生老病死田明一律不管。
该书证落款处有时间，并有田
某和田明的签名。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
《民法典》第 143 条、第 153

条规定，公民享有人格
权、身份权，人身

权“ 始 于 出 生 ，终 于 死
亡”，人身权利非经法定程
序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被放
弃。其中，基于血缘而产生的
身份关系如父子、母女关系，
是客观存在的，法律未授权以
任何方式进行更改，也就是说
不能以书面协议、约定、声明
等的方式进行剥夺、放弃。田
某、龙某和田明的身份关系是
无 法 通 过 协 议 断 绝 的 。 此
外，“断绝父子关系协议”还
违背公序良俗，所以是无效
的。无效民事行为，从行为

开 始 时 起 就 没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依据本案现有证据，田某
和龙某在世的时候，并未通过
立遗嘱等方式剥夺田明的继
承权，且该案中田明也不存在
其他丧失继承权的情形，故在
法律上，田明仍可主张法定继
承。但是，法律并非不制裁未
尽赡养义务的行为，根据《民
法典》第 1130 条规定，对于田
明来说，若确实未尽赡养义
务，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
或者少分。

“断绝父子关系”后

还可以继承父母遗产吗

王某某
系脑瘫患者，生活
不能自理。2001 年，王某
某的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
王某某由父亲王某抚养，母亲李
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500 元。王某
再婚后，王某某由父亲王某和继
母张某共同照顾，父亲王某因疾
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收入锐减，而
继母张某为了照顾王某某，无法
外出工作，亦没有经济来源。李
某支付的每月 500 元抚养费已无
法满足王某某的生活需求，张某
提出增加孩子的抚养费，但双方
一直沟通无果。

请问，约定的抚养费无法支
持子女的基本生活，能否主张增
加抚养费？

答：一般来说，不满十八周岁
的未成年子女无法独立生活，有
请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必要，以
获得健全成长与发展的经济保
障，从而成长成为身心成熟、可在
社会上独立生活的人。当承担抚
养费的一方支付的抚养费明显不能
满足子女的健康成长时，根据我国

《民法典》相关规定，子女可以要求
对方在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内增加
抚养费，若与对方就增加抚养费相
关事宜协商不成，可另案起诉。

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的一方，
须举证证明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子女的基
本生活或家庭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子女的健康成长
造成严重影响等。若无法举证证明上述法定事由，
要求支付抚养费的一方须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
果。并且，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的前提是对
方确有能力，若对方客观上确实没有
能力增加抚养费，那么，要求
增加抚养费的目的很
可能无法实
现。

孩
子
抚
养
费
不
够
怎
么
办

【案情回顾】
闫花与逯大原本相识，后二人

产生矛盾。逯大在某互联网公司的
各个平台及网站上，以同一网名多
次对闫花和其家人的名字、单位、岗
位、年龄、生活作风等属于个人隐私
且不愿对外公开的大量内容进行公
开。某互联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
供者，没有对逯大的侵害行为采取

有效屏蔽、断开链接、封号等必要
措施，使得侵害扩大。闫

花将逯大和某互
联网公司

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逯大自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闫
花出具书面致歉声明；被告逯大和
被告某互联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分别赔偿原告闫花精神损害
抚慰金 5000 元。该案原、被告双方
均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
权编详细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相
关内容，特别是将自然人的生物识
别信息、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纳入
个人信息保护范围，为全面加强个

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基本法依据。
该案系因“熟人”之

间通过某互联网平台泄露个人信息
而致侵权的典型案例。个人信息涵
盖姓名、年龄、工作情况、生活作风
等内容，个人信息的泄露造成原告
闫花社会评价降低，进而侵犯了名
誉权。

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
一、提升警觉意识，防止个人信

息“不自觉”泄露。不少个人信息的
泄露都是在个人“不知不觉”中将自
己的个人信息暴露于公众的视野，
而个人对信息泄露的严重后果毫无
预 见 性 ，但 后 果 却 让 个 人“ 吃 不
消”。因此，个人应当提升个人信息
保护的警觉意识，注重保护个人信
息轻易不外泄。

二、提升保护技能，防止个人信
息被“偷窥”。一方面，避免个人信
息被泄露。例如，尽可能少地让手
机APP访问存储照片、通信录、地理
定位、消费记录和快递等信息，避免
连接公共场所的 WIFI 等。另一方
面，在消费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货比
三家，选择合适的商家购买产品。
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大
数据杀熟，提高自身的价格敏感程
度。

三、提升法律知识熟悉度，确保
个人信息自我维权可实现。对于个
人来说，一方面，要注意留存大
数据杀熟、动态定价、价
格操纵和个人信息

泄露的相关证据；另一方面，了解我
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如《民
法典》《网络安全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不仅能够防患于未然，
一旦发现个人信息泄露和违法使
用的行为，也能立即向相关监管
部门举报或者定位侵权主
体到法院起诉，依法维
护好自身权益。

大数据时代 如何守护个人信息安全

读者来信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吉林六鼎律师事务所夏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