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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呆傻”爷爷外公互推抚养权
抚养孩子的爷爷起诉外公，法院判决轮流抚养后，爷爷两次申请强制执行

■ 人物

“呆傻”少年能否有归属
祖父外祖父两家老人担心自己去世后孩子没人管

昨天下午，记者见到小伟
时，他正在农田水管边玩，不
时用手捧起管道上的积水喝。
虽然已经17岁，可小伟看上去
仍然只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看
到有人走近，他爬上管道就跑
走了，爷爷拉都拉不住。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

小伟父母精神上都有问
题，母亲是智力残疾，父亲是
精神残疾。二人 1994 年结
婚，次年，小伟出生。

“这孩子一出生就腿短，
当时我们都感觉不对劲，但
想着孩子还小，等长大就会
好了。”小伟外祖父说。

小伟的童年过得还算正
常日子，父母俱在，也很疼
他。在家人的眼里，腿短并
没有什么，他们希望小伟将
来能够超越父母。

但不幸的是，小伟年纪
大了后，智力明显不如同龄
少年。家里人发现他说话不
清楚，有时候还乱拿东西。
后来经过鉴定，小伟为一级
智力残疾。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2005 年，小伟的生活开
始改变。据小伟的祖父母
说，这一年，照顾小伟10年的
母亲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小伟的外祖父母则说女儿是

被女婿殴打才被迫离开的。
没人能说清楚哪种说法是

对的，但小伟确实是没妈了。
其祖父说，小伟父亲正常时还
可以，一旦犯病，连小伟也打。

小伟和祖父母睡觉的床
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被子，被
子很脏。炕沿还有一电视，
据小伟叔叔介绍，这是刚搬
来不久的，现在就害怕小伟
将电视砸了。

小伟的婶婶说，小伟平
时出去，必须得有人跟着，树
上挂的水果、别人家晒的柿
子干，小伟看见就吃。

亲人渐少，老人担心

小伟年纪渐大，经常在
外面跑。爷爷已经习惯这种
生活，“他父子俩几乎每天都
出去，因为待在家里我们没
办法干活，就算他们不出去，
有时也会把他们撵出去。”

“以前他还小，我们能看
住，可现在大了，拉都拉不
住，而且一旦生气，他还会打
人，上次就把他奶奶给打
了。”小伟婶婶说。

小伟父亲也称，父母百
年之后，他也没法管，小伟就
得归国家。小伟的祖父母和
外祖父母都称，他们去世之
后，谁还会管小伟呢？

记者采访时，小伟面对
镜头很害羞，不时地躲在爷
爷或者奶奶身后。

新京报讯 无力抚养
“没爹没妈”的 17 岁“呆傻”
少年小伟（化名），小伟祖父
母起诉其外祖父母，法院判
决轮流抚养。小伟祖父母
申请强制执行，昨日，平谷
法院执行法官找双方谈话，
小伟外祖父母表示也无力
抚养。

两亲家对簿公堂

小 伟 是 一 级 智 力 残
疾。其祖父在起诉书中称，
小伟父亲为精神残疾人，母
亲为智力残疾人，2005 年母
亲离开父亲，小伟一直由祖
父母抚养。小伟祖父称自
己无力抚养，请求法院判决
由外祖父母来抚养。

案件审理时，小伟外祖
父母称也无力抚养。平谷
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身体
状况和经济条件，认为应由
双方轮流抚养。2009 年 11
月，平谷法院判决双方轮流
抚养，每次间隔一年。

2010 年 3 月 8 日，小伟
祖父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后经法院调解，小伟外
祖父母每月给付 1200 元抚
养费。小伟的祖父称，小伟
外祖父母现在仍不抚养，所
以再申请强制执行。

原被告想送孩子
进福利院

昨天下午，小伟外祖父
对法官说，他和老伴均患
病，每天都要吃药，目前两
人主要由大女儿和女婿赡
养，他们没有能力抚养，但
表示愿意在能力范围内给
小伟抚养费。

谈话中，小伟外祖父母
不时痛哭起来。他们说：

“我们曾到镇上的民政部门
去咨询，是否可以让小伟住
进福利院，民政部门的答复
是让小伟的祖父母申请才
行。”小伟外祖父说。

后法官在小伟祖父母
家进行谈话时，小伟祖父也
同意让小伟住进福利院。

三次送孩子上学被拒

昨日下午，记者见到小
伟的父亲屈永和，他看上去
和正常人基本没有区别。

他说小伟到现在都不
会 用 筷 子 ，吃 饭 还 用 手
抓 。“ 我 连 自 己 都 照 顾 不
了，我也照顾不了他。”屈
万和说。

他 还 说 ，因 为 小 伟 拿
别人东西，曾经打过小伟，
而在他的概念中，教育就
是打。

屈永和说曾三次送小
伟上小学，但三次都是学
校嫌他生活不会自理，没
有要他。

对于屈永和正常的表
现，小伟祖父母称，他犯病
时不管谁都打。小伟叔叔
也证实，因为哥哥打父母，
他曾经将哥哥给打了。

争取让福利院收养
据平谷法院执行此案

的法官裴纪介绍，该案不
宜强制执行，只能做双方
当事人的工作，根据双方
当事人的意见来执行。

因为小伟有精神方面
的残疾，抚养很不方便，他
外祖父母身体条件也不允
许，而且换个新的环境对
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所以
现在法院想了三个方案执
行此案。

首 先 是 尽 量 让 孩 子
留在祖父母身边生活，因
为 孩 子 的 父 亲 也 和 他 们
生活在一起，这样有利于
成长。其次，是做孩子外
祖父母的工作，如果孩子
的 姨 妈 们 愿 意 抚 养 也 是
可 以 的 ，但 这 种 可 能 性
很小。

裴纪说，这两种方案
都 不 好 办 。 现 在 最 好 的

方案就是由祖父母申请，
把孩子放在福利院，费用
由 外 祖 父 母 和 祖 父 母 轮
流来出。

“今天，我已经让孩子
的叔叔准备材料了，如果
福利院不能接收，我们再
和民政部门沟通，争取彻
底结束孩子四个监护人的
后顾之忧。”裴纪说。

裴纪还介绍，此案也
反映出像小伟这样的残疾
人的抚养问题，以及生活
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尤其
是在农村，这类问题更难
解决。

另外残疾人的婚姻问
题，民政部门也应该足够
重视，在他们领取结婚证
时，一定要严格把关，如果
不适宜结婚，绝对不能为
他们登记，要不然只会给
家庭和国家带来负担。

■ 法官说法

如果严格按照现有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理论上应由
小伟所在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对小伟进行抚养。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晓林

小伟的四名监护人去世之后，可以由民政部门履行
职责，代为抚养，但小伟从此没有了监护人，这是由于我
国没有国家监护制度和亲权法律制度造成的，希望能尽
快出台与此相关法律，这样像小伟一样的孩子生活和抚
养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北京市青少年心理与法律中心专家田坤

提起小伟的未来
和他的母亲，祖父（上
图）外祖父（下图）都开
始哭泣，他们说这是他
们最担心的。

昨天，小伟在村里跑，爷爷在后面追。 新京报记者 张玉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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