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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19日電 中華慈善總會19日在其網

站上發表聲明說，中華慈善總會目前已致函
中國青少年創意大賽主辦單位，要求查清尚
德公司捐贈物資使用落實問題。記者致電中
華慈善總會新聞辦公室確認了這一消息。
近日有媒體報道，無錫尚德公司捐贈給

「中國青少年創意大賽」的捐贈物資被變賣。
中華慈善總會作為大賽的支持單位得知後，
已於8月18日下午致函大賽主辦單位中國教育
學會、中國版權協會、中華商標協會，請三
家主辦單位履行管理職責，盡快查明捐贈物
資的去向及使用落實情況，並於本月底前向
中華慈善總會寫出書面報告，以便向社會和
公眾有個明白的交代。

據新華社19日電 2011年秋季學期開
始，西藏的高中階段在校生將享受免費教
育，免交學費、住宿費、教科書費及雜
費。
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介紹，新政策實施

後，重點高中、非重點高中和中等職業學
校學生每人每學期將免交相關費用分別為
920元、620元、1,650元。
新政策將免除40,728名普通高中和452

名非免費中職生的學費、住宿費、教科
書費及雜費，同時還將對22,160名中職免
費生免除雜費和教科書費。據統計，實
施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後，西藏每學期需
新增投入4,028萬元。

中華慈善總會：
徹查捐物變賣

男人苦還是女人冤？

高中教育免費
最高可省千餘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

報道）兩日內，重慶綦（音其）
江縣響馬河景區和彭水縣阿依河
景區，先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造成33名遊客受傷，其中5人傷勢
較重，一名重傷者仍在重症監護
室尚未脫離生命危險。
綦江縣響馬河景區和彭水縣阿

依河景區，都屬於漂流景點。13
日，一個由14人（包括1個老人
和3個小孩）組成的旅行團，前
往響馬河景區漂流避暑。據遊客
王先生介紹，一行14人每人都繳
納了120元的景區門票，包括漂
流費、保險費和換車費。但在晚

上宿營時，一些自稱當地村民的
人，前來向14人收取所謂的「紮
營費」。因為拒交，兩名身材魁
梧的村民竟然掏出鐵棒和鵝卵石
毆打遊客，導致14人均不同程度
受傷，其中3人重傷，1人仍未脫
離生命危險。重傷者家屬鮑女士
說，最令人心寒的是，事件發生
時，遊客數次致電景區求援，均
無果。
景區一位徐姓的工作人員表

示，遊客紮營地並不屬於該景區
範圍，當地村民的行為景區無法
干涉，亦拒絕透露景區對當地村
民在此收取「紮營費」的態度。

流血衝突 33遊客遭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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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搵工可讓畢業生免去擠人才市場之苦。

■遊客血灑彭水阿依河景區。

據中通社19日電 記者從廣東惠州富海人才市場獲
悉，「微招聘」與「微簡歷」作為一種新興的招聘求
職方式頗受青睞，很多企業的官方微博已經成為求職
者獲得就業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但一般只能起輔助
作用，在現實中找到工作或招到合適人才的實例不
多。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微博通過朋友間傳播，

類似於熟人介紹。在目前的媒介營銷、電子商務、時
尚產業等行業中，一線員工都以80後、90後為主體，
新媒介利用率非常高。」多家網站在線獵頭專家和職
業顧問朱見明說，很多企業的官方微博已經成為求職
者獲得就業信息的一個重要來源，比傳統渠道更直接
和有效。「微簡歷」免去了學生求職跑招聘會、排隊
約等企業面試的辛苦，能第一時間了解企業招聘信
息，既及時又有效率。
同時資深職業顧問陳胤君表示，雖然一些企業嘗試

用微博招聘，但始終無法取代傳統招聘方式，在現實
中找到工作或招到合適人才的實例？不多。他還提
醒，微博求職也要注意驗證信息真實性，防求職陷
阱。

內地最高人民法院公佈《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後，
北京、南京、浙江寧波等地已先後出現適用該解釋的首例
案件，令婚姻與財產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婚姻法新解釋引
發爭議最大的部分，應屬對房產的規定。解釋明確，離婚
案件中一方婚前貸款購買的不動產應歸產權登記方所有；
明確婚後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不動產且產權登記在自
己子女名下的，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

男女雙方 褒貶不一
內地傳統婚姻的男方買房、女方裝修慣例，遭到新司法

解釋衝擊。媒體調查顯示，多數「老爺奶奶」、無房男士
對婚姻法新解釋表示贊同，「極大保障父輩留給兒子的財
產，給想嫁『富二代』的女孩們當頭棒喝，抑制『傍大款』
的扭曲愛情觀」成為他們支持的理由。
而不少「外母」和未婚女士們則持強烈反對意見，「為

男人出軌掃清最後障礙，使得男人離婚成本大大降低」。
女性們開始擔憂，女人既要承擔社會責任，又要兼顧家庭
責任、撫育後代，同時還要擔憂「人老珠黃時人財兩
失」。

新舊兩法 南轅北轍
內地日前出現的新婚姻法第一案，則令上述擔憂成為現

實。據媒體報道，江蘇南京的朱女士和高先生2008年兩人
領取結婚證後，朱女士兩度發現高先生出軌，並掌握切實
證據。朱女士繼而上訴離婚，並要求兩人的婚房。該套房
產由高先生父親出資，但並無指明贈予兒子。8月8日的庭
審時法院未當庭宣判，但當8月13日的新婚姻法出台後，
丈夫一改頹勢，直言這套房產與妻子無關。儘管法官亦傾
向於同情朱女士，但似乎無法改變案件的判決結果。

保護強者 被斥雙輸
內地婚姻法專家劉偉民就此向媒體表示，婚姻法新解釋

「注重保護了有產一方，也是強勢的一方」，他指新解釋未
兼顧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權益保護，對弱勢一方明顯不
利。劉偉民認為，新婚姻法還容易造成夫妻關係緊張，使
本以感情為紐帶的婚姻關係，淪為赤裸裸的財產博弈關
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女方可能會在婚前，便要求
男方將房產落在雙方名下，甚至要求男方婚前以女方名義
另購一套房。在這種房產之爭中沒有贏家。」

據《檢察日報》19日報道 新的《婚姻法》司法
解釋施行後，再次打開人們討論婚後男女對家庭貢
獻的話題。網民成明顯對立的兩派，一派人為男人
叫苦，認為男人婚前就需承擔買房等重任，女人婚
後佔了便宜；另一派則幫女人喊冤，認為女人婚後
為了家庭和孩子，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男方：別想靠嫁人謀房產
一位網友為新政策拍手叫好，他說，早該這樣

了，誰買的房子，離婚後歸誰。那些想靠 結婚在
男人身上撈一筆的，都會不高興了，想要房子自己
努力去。這番評論得到了150名網友的支持。

支招：不做家庭主婦 自己買房
名叫「不怕不怕」的女網友痛陳自己的遭遇。她

說，自己本有一份優越的工作，可老公希望她回到家
裡照顧家庭和小孩，她辭職做家庭主婦。但現在，小
孩上大學了，丈夫覺得她沒價值了，提過離婚。
而名叫yesorno的網友更是幫女方出點子：訂婚時

彩禮沒給到位，堅決不嫁。結婚後事業好好發展，
千萬不能遷就家庭和小孩耽誤事業。因為隨時你連
落腳的地方也沒有。孝順父母啊，還是對自己爸媽
好點，說不定哪天回去爸媽還可以收留下自己。自
己賺的錢要藏起來，因為自己的青春會很快貶值，
到足夠多的時候，讓自己的爸媽出面給自己買房
吧。

據中通社溫州19日電 8月17日深夜11時，在溫州醫
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眼科口腔科的病房區，幾名外籍人
士在看病時突然出手毆打一名男醫生。經法醫鑒定，
該醫生受輕傷。當晚，警方介入調查。
視頻監控顯示，當晚10時55分時，一名年長的意大

利籍男子被攙扶進病房區，其眼部受傷。陪同前來的
一名外國男子自稱是傷者兒子，另外還有一男一女，
從膚色上判斷為亞洲人。隨後，值班的林醫生為傷者
眼部進行檢查。據當晚值班的護士方圓說，受傷男子
進來時，滿臉通紅，一身酒氣，站也站不穩。

醫生被打致耳鼓膜穿孔
林醫生稱，開完單子以後，傷者兒子將鐵製的病歷

夾朝他砸來，他躲避不及被砸到背部，接 該男子舉
起塑料花盆繼續砸來，他本能地用手臂阻擋，手臂上
受了傷，這一幕也被趕到現場的保安和民警看到。
當晚目擊該事件的病人家屬張先生說，後來有十多

名保安到場，但傷者兒子突然推開眾人，把林醫生推
搡到牆角進行毆打，一拳狠狠打在面部。林醫生說，
他當時就感覺右耳聽不到了，後被診斷為鼓膜穿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日前，廣東
佛山某知名論壇上一條帖子，直指該市國資委一名幹
部，稱該公務員花18萬包養玩弄其表妹。對此，佛山
市紀委發帖回覆稱會對事件「認真調查處理」，並稱涉
事幹部已主動上報否認此事，並要求組織進行調查。
8月16日17時22分，網友「limang4」在佛山「天天新」

論壇發帖稱「表妹的青春被18萬毀了」。不到200字的
帖文中，網友講述了自己2009年剛大專畢業的表妹因
追求虛榮接受他人18萬元後被人玩弄又拋棄的遭遇，
怒斥玩人者為「花言巧語的老流氓老狐狸」。在帖子的
最後，網友更指明「老狐狸」是「佛山市國資委的郭
某」。帖子發出後迅速引來網友圍觀，短時間內就吸引
近2,000的瀏覽量。
對此，佛山國資委辦公室一負責人回應媒體稱，在

網上發現此帖後，已第一時間向市紀委作了匯報，郭
某本人也向組織作了說明。據同事反映，郭某主要從
事紀律檢查工作，在市國資委工作有六七年，平時的
口碑還不錯。「這麼多年的直觀印象，覺得他挺正派
的，為人處事、作風都挺好」，同事稱其是一個工作很
認真的人，會鬧出這樣的事「很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內地

日前實施的新婚姻法解釋被指「偏袒強者」，更

被戲謔為「喜了公婆家（夫家）、哭了丈母娘

（外母）」。隨 各地出現新解釋後的第一案，更

令這法律在現實操作層面的爭議凸顯。南京一

對夫妻，妻子因無法忍受丈夫長期多次出軌

而起訴離婚後，竟因婚姻法新規

定面臨人財兩失的困境。

中 國 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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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佈《婚姻法司法解釋

(三)》，規定：婚後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不

動產，且產權登記在自己子女名下的，應認定

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離婚案件中一方婚前

貸款購買的不動產應歸產權登記方所有。

愛情VS房子

進入市場經濟時代，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日

益頻繁，家庭財產迅速增加。2001年《婚姻

法》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並且對於

婚姻中的弱勢或無過錯方、家庭暴力的受害

方，設計更多保障性規定。

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間，中國經

歷一系列政治運動、社會動盪，令1950

年《婚姻法》建立起來的婚姻家庭制度

受到極大衝擊。當時的婚姻家庭關係帶有

濃厚的政治色彩。婚姻往往由組織做主，個

人的情感成為其次。

當時的中國社會，經濟逐漸開

放，社會穩定，婚姻、愛情、性

這些禁錮多年的話題重新進入人們

視野。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

會議通過了現行《婚姻法》，提高了男

女結婚法定年齡，廢除表兄弟姐妹之間的

通婚，並增加了計劃生育等規定。

內
地
婚
姻
法

年
變
遷

60

新婚姻法：喜了夫家哭了外家
婚前房產不獲分割 夫出軌妻人財兩失

2011年

理想VS現實2001年

愛情VS婚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新中國成

立逾60年來，婚

姻法幾度修改，

側面印證 社會

發展進程。有媒

體將婚姻法總結

為五大階段。

1980年

政治VS愛情
1960年

自主VS包辦
1950年

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公佈實

施，法律確立婚姻自由、一夫一

妻、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則，明確廢

除了包辦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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