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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去世未被告知
弟弟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小祥与小庆是两兄弟，20多年前，

父母随哥哥小祥出国，定居澳大利亚。

2013年3月，兄弟俩的父亲在澳大利亚

因病去世。母亲对小祥说，由她通知小庆

来参加葬礼，但后来母亲给小庆打了多个

电话都没有人接。直到2016年1月，小

庆与小祥见面时才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

2017年10月，母亲因病也在澳大利

亚去世了。母亲去世后，小祥觉得父母在

国内时，小庆和父母关系就不好，加上父

亲去世母亲没有联系上小庆、他也没能来

参加葬礼的事情，小祥认为他没有必要再

告诉小庆母亲去世的消息。

但这件事让小庆很生气。他认为由于

小祥没有及时通知，造成他没能见上父母

最后一面，丧葬事宜也未能参加，给自己

精神上造成巨大痛苦，要求小祥书面道歉

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兄弟二人

协商未果，小庆便将小祥告上了法庭。

法院：哥哥赔礼道歉
并支付弟弟精神损害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在父母去世后，小祥

未能及时通知小庆，使小庆失去了向父母

遗体告别的机会，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

遗憾，对此小祥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判决小祥需对小庆书面赔礼道歉并支

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小祥不服，上

诉至上海一中院。

小祥认为，根据家里习俗，丈夫的

丧事应由配偶主办，父亲后事如何安

排、通知哪些亲属参加均由母亲决定，

母亲联系不上小庆参加父亲的葬礼，自

己没有责任。此外，小庆占用父母在国

内的房子，跟父母关系不好，十几年来

不孝敬父母，也没有亲属资格参加父母

的葬礼祭奠活动，所以没必要通知他母

亲去世的消息。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基于

祭奠权受侵害而提起的侵权诉讼，虽然基

于特定的身份关系产生，但本质是基于身

份关系的人格利益，故本案应为人格权纠

纷。其次，小祥与小庆是兄弟关系，由于

父母长期随长子小祥共同生活并居住在澳

大利亚，小祥应及时告知小庆有关父母去

世及后续的丧葬事宜，便于小庆参与祭

奠。从本案实际情况看，父亲去世时，因

小庆不接听母亲的电话而未能及时知晓父

亲去世的消息，此事不应过于指责小祥；

但母亲去世时小祥确实未通知小庆，导致

小庆无法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而未能参加

丧葬典礼，小祥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并

给小庆造成一定程度的精神伤害。据此，

一审判决小祥向小庆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

损害赔偿金，所做处理恰当，但判定小祥

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数额过高，酌

情调整为3000元。

综上，上海一中院遂判决小祥向小庆

赔礼道歉，改判小祥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3000元。

2000只鸡的去向
他这样说

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乌鲁木齐市纪

委监委当即决定成立专案组对该问题线索

进行核查。专案组经过走访了解得知，

2016年乌鲁木齐县畜牧兽医站以推广土

鸡养殖增加贫困农牧民收入为由，申请了

10万元的扶贫专项资金。该站站长桑某

将其中的6.6万元用于向某畜禽养殖公司

采购3300只土鸡，另外3.4万元以补贴养

殖公司购买鸡饲料、养殖培训费、运输费

的名义支出。

“没想到培育土鸡成本那么大，造成

了养殖公司亏损，为了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就将其中2000只土鸡交给养殖公司销

售获利了。”说起其他2000只土鸡的去

向，桑某辩解道。

“既然购买的是成年可繁殖的‘成

鸡’，为什么还要支付养殖公司因培育成

本高造成的亏损呢？”专案组认为县畜牧

兽医站财务账目不清、资金流向不明，存

在套取扶贫资金的嫌疑。

采购“扶贫鸡”
不是第一次

为防止关键证据被销毁，专案组立即

查封了该县畜牧兽医站相关财务账目并进

行调查，发现2015年该站也曾申请到10

万元用作养殖芦花鸡的推广资金，桑某用

其中的5.25万元采购2100只芦花鸡向养

殖户免费发放。并且，这两次采购的“扶

贫鸡”来自同一家公司。

“没有啊，我是养羊的从来没有养过

鸡，也从来没有人免费发放鸡给我养。”

“我们村压根就没有你说的这个人。”专案

组随即对签收该2100只芦花鸡的养殖户

进行走访，发现名单上的养殖户要么查无

此人，要么表示从未收到过免费发放的芦

花鸡。

在查实专项资金被虚报冒领的事实

后，专案组发现在虚假签收人员中还有该

站财务人员马某的亲属，决定对其谈话：

“2015年芦花鸡推广项目到底是怎么回

事？希望你实话实说。”

“是桑站长安排我这么做的，是她要

求我虚开发票、虚报项目、虚构培训，以

‘多开少买’等方式套取扶贫款……”在

证据面前，马某向专案组交代了桑某勾结

养殖公司老板韩某在2015年套取5.25万

元专项资金存入单位私设小金库，及

2016年桑某指示其以购买鸡饲料、养殖

培训费、运输费的名义套取土鸡专项款

3.4万元存入单位私设小金库的问题，及

小金库大量资金被桑某用于个人消费的

事实。

“扶贫鸡”是假
合伙贪腐是真

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经报批，专案

组对桑某等人采取了留置措施。在事实面

前，桑某等人向专案组如实交代了自己违

纪违法的事实。原来，在2016年，桑某

伙同韩某通过编造虚假项目获得扶贫发展

资金10万元，并以虚报购买韩某公司土

鸡的名义支出6.6万元，但实际将钱私

分，桑某分得 3.6 万元，韩某分得 3万

元，连举报中提到的登记在册的1300只

土鸡都是虚假的。

今年2月，桑某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其与韩某涉嫌犯罪问题被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违法所得

已被追缴，同时其他涉案人员均被依纪

依规处理。

父母去世未被告知 弟弟状告哥哥侵害“祭奠权”
法院：哥哥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000元
《人民法院报》王梦茜 彭媛

父母随哥哥定居国外后因病去世，哥哥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通知身在

国内的弟弟。弟弟认为哥哥的行为导致他没能参加父母的葬礼，给他造成

了精神损害，要求哥哥书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那么，这笔赔

偿金该不该支付呢？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人格

权纠纷案件。

两次消失的“扶贫鸡”
《中国纪检监察报》张帆

去年11月，一条从中央第六巡视组转来涉及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

益的问题线索，引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纪委监委的重视，

线索反映乌鲁木齐县畜牧兽医站向贫困养殖户免费发放的3300只土

鸡，登记在册的只有1300只，另外2000只去向不明。

足足2000只鸡，能去哪儿呢？随着乌鲁木齐市纪委监委的介入

调查，近日，案情真相大白。

新闻链接：

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祭奠权，但对逝世亲人进行祭奠是我国一项悠久的传

统习俗，符合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祭奠权的实质是基于传统习俗而产生的自然

人为逝世亲人祭奠的权利，通过祭奠的行为，以表达对逝世亲人的哀思及怀念，也

缓解因亲人去世而产生的精神痛苦，其权利表现为举行追悼、葬礼、遗体处理、办理

丧葬事宜等。如果自然人未按照传统习俗对逝世亲人进行祭奠，则可能导致社会

及他人对其产生负面评价，故祭奠权虽非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格权类型，但应当属于

其他人格利益范畴，应归入侵权责任法的民事权益保护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