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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迎亚运
2月24日，淳安县组织开展“携

手沐春风 骑行迎亚运”活动，来自

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骑手参加15

公里骑行。

2022年杭州亚运会期间，淳安

将承办场地自行车、小轮车、山地自

行车、公路自行车、铁人三项和公开

水域游泳等6项赛事。

通讯员 王建才 杨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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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长收到群众来信，
“感谢你们培养的好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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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顾忠

本报讯“这么贵的手机就这么卖给一个孩子，也不问

问孩子的爸爸妈妈同不同意，现在他们不同意退货……”

近日，宋先生带着一部新款手机赶到长兴县消保委反映情

况并求助。宋先生还在上初中的女儿小宋悄咪咪跑去手

机店买了一台新款手机，再加上碎屏保险和充电头之类

的，一共花了7398元，“她自己用压岁钱买的，我们家长事

先一点也不知道”。

这手机到底能不能退？消保委工作人员搬出了民法

典。最终，店家收回手机，一次性退还7398元。

“压岁钱是我和孩子她妈给的，有1万元。”宋先生说，

这钱本来只是给孩子压压岁，等孩子开学了用于交学费和

购买学习用品。后来，宋先生和妻子觉得这么多钱放在孩

子身边不安全，就向小宋问起这笔钱，不料小宋却支支吾

吾，在父母的再三追问下才承认钱拿去买手机了。

小宋把藏着的手机拿出来后，宋先生发现手机已经开

过机但还没插卡，也没有任何损坏。于是，他立即找到手

机店要求退货退款，但遭到拒绝。

消保委工作人员当场受理投诉后，立即让宋先生带上

女儿的身份证一道前往手机店，作进一步调查，并现场组

织调解。

经现场调查确认，购买该手机的确实是一名年仅16

岁的未成年人，其购买手机的行为也未经家长同意。手机

店提出，他们卖给小宋手机是正常的销售行为，“没有规定

说，购买手机必须出示或核验身份证件，手机也是小宋自

己亲手挑的，我们店没有误导销售”。

“根据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未满18周岁

的未成年人是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在购买贵重商品

时，应当有监护人陪同。”消保委工作人员告知手机店家，小宋

只有16岁，根据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也就是说，未经小宋

父母的同意、追认，小宋与你们店家达成的买卖合同，是无

效的或可撤销的，店家理应退还消费者的购机款。”

手机店家认识到此前的行为不妥，在消保委工作人员

的主持下与宋先生达成和解：店家收回手机，全额退款。

律师释法：
“为长兴县消保委引用民法典条款调解压岁钱消费纠

纷点赞！”曾获得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称号的

浙江中铭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苏迪亚说，他也是民法典宣

讲团成员。

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理或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实施纯获

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

事法律行为。”苏迪亚说，在这起事件中有两个法律关

系需要阐明：一是小宋获取的压岁钱就是她自己的，因

为这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二

是考虑到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情况、心理状态等因素，

8 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巨额游戏充值、大

额打赏给网红主播、购买奢侈品等行为，需经监护人同

意或追认方为有效。

“如果小宋用压岁钱不是买手机而是买零食或学习用

品，家长就不能要求商家退还。”苏迪亚进一步解释，根据

民法典法律条款规定，8周岁是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

力的一个分界线和节点；给孩子压岁钱在法律上属于赠与

行为，应当归受赠人所有，“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压岁钱

最好由父母妥善保管”。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仇佳桢

本报讯“有几个人能看着自己的父母去领结婚证

的？我看着父亲牵着拄着拐杖的母亲一起去领结婚证，心

里别提多感动了……”这些天，乐清市仙溪镇的小李特别

开心，“特别感谢仙溪派出所民警辅警，多亏了他们，我父

母才圆了这个梦，老两口在结婚照里笑得可甜呢！”

小李的父亲老李今年85岁，原籍仙溪镇北閤村，早年

为了工作方便，老李将户口迁到了贵州。2014年，老李回

到老家定居，虽然回来生活已近7年，但老李的户籍仍在

贵州。

落 叶 归

根，将户口迁

回老家的愿

望在老李心

中 埋 藏 已

久。为满足

父亲的心愿，

去年11月，小李便张罗着迁户口事宜。然而，此事并不容

易。由于老李在老家没有房产，无法凭房产迁移户口。还

有一种途径，因老伴是乐清户籍，老李想要将户口迁回老

家，通过夫妻投靠的方式迁移户口是最简便的方法。“父亲

说，时间过去太久，只记得以前的结婚证是手写的，但已经

找不到了。”小李说，“拿不出结婚证，就迁不回户口，父亲

都急上火了。”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仙溪派出所民警潘彪和辅警杨

敏丽耐心讲解了迁户口流程，并鼓励老李重新去办理结

婚证。

“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去拍结婚照、领结婚证？太难为

情了！不去！”老李不愿意。

“阿公，现在许多老年人为了迁移户口也会重新办理

结婚证，流程特别简单。而且，这个年纪和阿婆一起去拍

个结婚照、领个结婚证，多有纪念意义啊！”在杨敏丽的暖

心安慰下，老李点了点头。

于是，在小李的陪伴下，老两口在村里的照相馆重拍

了一张结婚照，之后又去补领了结婚证。小李笑着说：

“没几个儿女能看着自己父母领结婚证的，这画面真的特

别美好。”

拿到老两口的结婚证后，杨敏丽主动帮忙填写相关手

续内容，在办理好准迁证后，还帮助老李寄到贵州。“如果

让老人家来回跑，对他们来说太麻烦了。作为户籍窗口的

工作人员，我有义务帮办事群众办好事、办舒心事，尽量帮

他们减少麻烦。”杨敏丽说。

没过多久，老李的户口迁回了乐清。户口办好后，在

杨敏丽的提醒下，老李又申请

办理了新的身份证。捧着全

新的结婚证、户口簿和身份

证，老李高兴极了，“这下，我

算是真正回到了家乡！”

初中生瞒着父母花7398元压岁钱买了个新款手机

手机店不肯退货，消保委搬出民法典

民警辅警做了啥，八旬老人手拉手去领结婚证？

丈夫玩网络游戏恋上女玩家，
妻子怒提离婚
调解室里儿子的一个电话，
让剧情瞬间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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