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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思 文/图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
一步提升淮阳区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执法

能力，近日，淮阳区政法委举办行政执法人员培训
班，淮阳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行政庭庭长李新
超受邀参加此次培训并进行授课，160 余名行政执
法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现场， 李新超介绍了行政执法的程序，对
行政机关的败诉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自己的行
政案件审判经验，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向现场行
政执法人员讲解了行政执法过程中及行政诉讼过

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培训中，李新超采用法律解读、案例分析等多

种形式，对行政执法中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剖析和讲
解，对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执法、证据保存
等工作进行有效指导。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
训内容紧密结合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实践，既有理
论知识的总结，又有真实案例的分享，通过学习，他
们对于如何规范执法、如何做好行政应诉工作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 ③2

�160 余名行政执法人员集中充电

以上图片均为执行现场。 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切实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8 月 10 日，淮阳区人民
法院常态化开展专项集中执行行动。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以“小标的、涉民生、涉合同类”首执案件为主，注重一次
性执行效果。此次集中执行行动依法拘传被执行人 7 人，司法拘留 2 人，当场履行完毕 5 件，执行到位金额 20 余
万元。 通讯员 滕孝忠 摄

淮阳区人民法院开展集中执行行动

□通讯员 叶培绪

父爱如山，沉稳厚重，给我们依靠和保护，小芳却
把父亲刘某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抚养费。 开庭时，小
芳已经年满 18 周岁，那么小芳的请求会得到法院支持
吗？ 看看淮阳区人民法院是如何审理的。

案情简介

2004 年刘某与王某登记结婚，于 2005 年生育女儿
小芳。2010 年，刘某与王某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
书》中约定：小芳由母亲王某抚养并承担抚养费，刘某
有探视小芳的权利，双方对财产也进行了分割处理。后
来，刘某再婚，再行生儿育女；王某独自带着小芳生活，
经济条件并不好。 2014 年，小芳将刘某告上法庭，要求
刘某支付 2011 年至 2014 年的抚养费。 法庭审理时认
为，王某生活条件恶化，小芳要求刘某支付抚养费符合
法律规定， 于是判决刘某支付小芳 2011 年至 2014 年
抚养费 6000 余元。

时光荏苒，小芳转眼进入高三学习，面对日益增加
的生活成本，王某已无力负担，快满 18 周岁的小芳再
次将刘某告上法庭， 要求刘某支付 2014 年至 2023 年
的抚养费。

法庭审理

本案系抚养费引起的纠纷，根据法律规定，参照淮
阳区人民法院于 2014 年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考虑到物

价上涨因素且小芳母亲王某没有稳定的收入， 小芳要
求刘某支付 2014 年至 2023 年的抚养费 90597.75 元符
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判决作出后，刘某不服，上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经二审审理，认定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
序合法，维持了一审判决。

法官说法

法律未禁止成年子女行使追索未支付抚养费的请

求权。通常情况下，给付抚养费请求权的基础是权利人
无法独立生活，通常义务人只需支付至子女年满 18 周
岁或独立生活。

而子女年满 18 周岁后再追索 18 周岁之前的抚养
费，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诉讼时效应自被抚养人
成年或独立生活的次日起计算 3 年，即一般情况下，子
女年满 21 周岁后，丧失对抚养费的请求权。

本案中， 小芳 2005 年 10 月出生，2023 年 10 月年
满 18 周岁。 2023 年 10 月初，小芳向法院起诉。 至庭审
时，小芳已满 18 周岁，她向刘某追索抚养费未超过诉
讼时效。 庭审时小芳已成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依法独立行使抚养费请求权。 ③2

成年子女能否追要未成年期间的抚养费

□通讯员 雷永翠

本报讯 近日，淮阳区人民法院刘振屯人民法
庭成功调解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取得了良
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024 年 7 月， 王某的父亲与被告张某因家庭
琐事发生纠纷。 双方发生争执时，王某出于保护父
亲人身安全的目的，持手机录像取证，被告张某抢
夺王某手机，导致手机被摔坏，事后王某要求张某
赔偿，遭到张某拒绝。王某诉至淮阳区人民法院，要
求被告张某赔偿其手机损失 2480 元。

承办法官李兰英与双方当事人电话沟通后了

解到，原告王某的父亲和被告张某的丈夫系同胞兄
弟，原告是被告丈夫的亲侄女。庭审前，李兰英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但双方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各执一词，互不让步，调解工作陷入僵局。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李兰英采用“背对背”的
方式进行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各退一步，珍惜血
浓于水的亲情。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双方各退一步，
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庭履行完毕。 至此，案件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案件的顺利调解，不仅提高了审判质效，还节
约了司法资源，在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下，高效化解了矛盾纠纷，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
和”。 ③2

亲人琐事起纠纷
高效调解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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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