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3 年度平安徐汇

建设十佳实事项目名单正式公

布。 湖南街道《倾力打造反诈防

护圈 倾心守护群众养老钱》入

选 2023 年徐汇区平安建设十

大优秀实事项目之一。

从完善机制、扩大宣传、推

动成效， 再到成立首个街镇级

“反诈中心”，2023 年，湖南街道

在区委政法委、 公安徐汇分局

的指导下，会同湖南路派出所，

积极开展专题研商， 仔细分析

研判地区形势， 研究制定各项

举措。

2023 年， 湖南街道辖区内

一名耄耋老人或遭双重电信网

络诈骗，涉诈金额达数十万元，

好在“反诈中心”收到湖南路派

出所传递的涉诈预警线索，通

过反诈劝阻“四个一”的工作制

度，及时点醒“梦中人”，避免造

成进一步经济损失。

湖南街道“反诈中心”依托

街道 24 小时应急指挥值班平

台，当群众接到诈骗电话，预警

中心就会发出预警信息， 通过

联动机制组织开展上门劝阻和

宣传教育工作。

同时， 邀请涉诈预警线索

中的涉嫌受骗群众前往“反诈

唤醒屋”“反诈宣传室”，由派出

所、街道、居委等对其开展针对

性的警示宣传和劝阻提醒，使

其脱离电诈犯罪分子的控制，

思想上迷途知返， 行为上及时

止损。

“国家有新政策，如果养老

金缴纳越多， 领取的养老金也

会越多。 ”“购买我们的保健品，

不仅可以养生，还能抽奖、免费

旅游！ ”当下，作为犯罪分子重

点关注对象， 许多老年人会被

购买保健品、养老投资、金融创

新等套路吸引， 他们的法律意

识相对淡薄、防范意识不强，一

旦受骗将蒙受重大财产损失。

在诈骗手段推陈出新的情

况下，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湖南

街道不定期组织辖区内潜在的

易受骗群体， 通过播放展示各

类案例宣教视频、 宣传海报贴

画、 反诈宣传展板和宣传资料

等，组织开展宣传学习活动，进

一步强化易受侵害群体的防骗

意识和鉴别诈骗能力；同时，通

过发布微信推送、 入楼入户宣

传、 反诈主题活动等方式全方

位提升反诈宣传氛围， 做到全

面覆盖、不留死角、人人皆知。

电信诈骗不可怕， 防诈反

诈有办法。 湖南街道依托专项

工作群， 由派出所每周通报本

周电诈案件发案情况， 及时互

通掌握动态情况。 街道会同派

出所及相关居委定期开展会

商， 及时分析研判阶段性发案

形势， 适时召开重点区域现场

会，动态调整工作重点，持续有

效推进反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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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屡屡中招！ 防不胜防？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呈“裂变式”发展，无论是作案手法、转账方

式，还是操作平台，都在不断升级、更新。 为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徐

汇区湖南街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打击”理念，全力筑牢百姓的“防护网”。

记者 奚亮

近年来， 多地彩礼数额持续走高，

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为妥

善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 平衡双方利

益， 最高人民法院 1 月 18 日发布审理

涉彩礼案件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

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 彩礼返还原则、

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

范。

司法解释自今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民法典》第 1042 条规定，禁止借

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违反了

婚姻自由原则，应当坚决予以打击。《规

定》明确，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另一方要求返还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

一般赠与的区别

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相比，

虽然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相似，但是彩

礼的给付一般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

接目的是缔结婚姻关系，有其相对特定

的外延范围。为此，《规定》明确，在认定

某一项给付是否属于彩礼时，可以根据

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

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

给付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 比如，可

以考察给付的时间是否在双方谈婚论

嫁阶段、 是否有双方父母或介绍人商

谈，财物价值大小等事实。

明确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

《规定》同时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

确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 包括：一

方在节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

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 礼金、一

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

支出等。此类财物或支出，金额较小，主

要是为了增进感情的需要，在婚约解除

或离婚时，可以不予返还。

婚约双方父母可作为

婚约财产纠纷诉讼当事人

明确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彩礼

返还纠纷中，程序上存在的主要争议问

题是婚约双方的父母能否作为诉讼当

事人。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

姻一般由父母操办，接、送彩礼也大都

有双方父母参与。《规定》充分考虑上述

习俗，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婚约财产纠纷。此类案件原则

上以婚约双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但

考虑到实践中，彩礼的给付方和接收方

并非限于婚约当事人，双方父母也可能

参与其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

查明彩礼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

件事实， 确定责任承担主体，《规定》明

确，婚约财产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

际给付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

婚约另一方及其实际接收彩礼的父母

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二是离婚纠纷。 考虑到离婚纠纷的

诉讼标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

婚姻之外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故《规

定》明确，在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

礼诉讼请求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

新增两种情况下

彩礼返还规则

近年来， 涉彩礼纠纷出现新情况、

新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虽规定了彩礼返还问题，但在法律逻辑

上，尚有两种情况未予规定，需要完善

相关规则： 一是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

二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

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

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

付彩礼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

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

共同生活。 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

当作为确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

例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闪离”的情况

下，如果对相关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完

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全家之力给付的

高额彩礼， 会使双方利益明显失衡，司

法应当予以适当调整，根据彩礼实际使

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在第二种情况下， 如果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的， 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

返还。 但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

妻之实”。 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

载着给付彩礼一方的重要目的； 另一

方面会对女性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

的影响， 尤其是曾经有过妊娠经历或

生育子女等情况。 如果仅因未办理结

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方全部返

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护妇女

合法权益，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

嫁妆情况，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来源：央视网、央视新闻）

离婚后“彩礼”要不要还？ 最高法明确

防护升级

社区联动 12355，打造青少

年“反诈防火墙”

利用网络游戏制造“免费福利”诱

饵；通过盗取亲友账号的方式，向青少年

发送紧急求助信息，要求转账救急；在社

交平台发布虚假中奖信息， 诱导青少年

填写个人信息或缴纳手续费……针对未

成年人的网络诈骗手段五花八门。 寒假

期间，青少年上网时间显著增多，如何有

效防范网络诈骗成为焦点问题。

徐汇区虹梅街道桂林苑居民区日前

携手“12355 青春守护者”开展了“反诈进

社区”法治宣传活动，将《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送到青少年身边，切实提高他们的

守法意识和防骗能力。

活动现场，志愿者老师以“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及案例分析”为主题，进行

了一场引人入胜的专题讲座。 讲座中，老

师运用真实发生的诈骗案例， 剖析了当

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多样手法和典型特

征， 揭示了诈骗分子如何利用互联网编

织陷阱。

“12355 青少年公益热线是为广大青

少年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综合服务

的重要平台，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其他

困境时，能够成为及时求助的有效渠道。”

来自团市委青发部（权益部）的工作人员

也借此机会，向在座的青少年和家长们大

力推介“12355 青少年公益热线”。

记者了解到，这样多方联动的反诈活

动时常在虹梅社区内举办。 通过深化推

广 12355 热线的知晓度和使用率，让每一

个孩子都能在网络空间健康成长， 学会

辨别真假信息， 既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

与乐趣，又能有效规避网络诈骗的风险。

记者 杨宜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