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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中外观

尽孝能减税，还可享受补贴

美国也鼓励
“常回家看看”

美国人纳税以家庭为基本
单位，所以国税局计算家庭的总
收入后，还要减去这个家庭因为
赡养老人所产生的减免额度。
2011年，减免数字为每位老人
3700美元。如果一个家庭的纳税
人负责赡养自己的父母、配偶的
父母以及双方的祖父母的话，那
么这些被赡养人的减免额度可
以列在年终报税表里，从而获得
退税。

不少人认为美国的税法繁
复，不过这也有好处，那就是有
章可循。并非所有支持父母生活
的人都能减税，比如子女偶尔分

担一部分父母的房屋装修费，就
不够资格。美国国税局对此有严
格详细的规定，但只要符合条
件，政府绝不刁难。

将父母等老人纳入免税资
格时，有几项条件必须符合要
求。第一，父母必须是美国公民、
加拿大公民和墨西哥公民或是
持有绿卡和有合法常住身份的
移民。第二，老人的年收入中，纳
税部分不超过3500美元。就是
说，美国国家提供给老人的退休
金理论上无需纳税，可是老人的
某些收入，比如利息收入、股票
收入是要纳税的，这一部分不能

超限，所以要认真计算。第三，纳
税人支付老人的生活费用和医
疗费用总和的50%以上，即可申
请父母为被赡养人。

税务专家说，即使子女和父
母分居两地，甚至老人已经住进
老人院，只要合并计算一年中老
人的消费总数，包括住房或租房
费用、食物和服装消费、医药费、
医疗保险费、请人照料费(护士
费用或保姆费用)、医疗器材(包
括轮椅、医疗床等)、交通费和其
他所有必要的取暖和照明等花
费，纳税人提供的份额超过一半，
就可以合法省税。

□赡养老人者少缴税

□子女还可申请政府补贴

在美国，老年人的生活照
顾、康复护理等人工服务费用
是十分昂贵的。即使是有保险
和退休金的老年人，长期下来
仍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很多美
国人不得不聘请保姆或是定期
上门的护士，协助照料年迈的
父母或残疾家人。也有很多人
愿意亲自照料家人，甚至有的

人辞掉工作搬回到父母身边，
照顾父母的饮食起居。美国联
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有相当多
的管理机构向这些无论是请人还
是自己照顾老人的家庭伸出援
手，符合条件者能够得到相应的
补贴，缓解他们的经济压力。

在政府部门的服务平台
上，至少可以找到十几个不同

来源的补助项目，并且有专家
回答民众的问题、做申请咨询。
如果申请人需要照顾的父母年
龄在65岁以上，这些专家会指
点申请人收集自己和老人的各
种资料，让他们获得补助。子女
负责老人的生活使其老有所依
是政府设立和发放补助的初
衷。 据《北京晚报》

【解读】

可求助的部门

护理

老年人管理局

美国联邦政府设有老年人
管理局，有相当多的资助方案，
其中的家庭照顾者支持计划，
特别针对照顾家中60岁以上老
年人或病人的子女，向他们提
供咨询，获得医疗资助和人手
服务等。

医药

联邦医疗保险

美国的医疗保险计划面向
老年人，其中A和B两部分保证
了老人住院和医疗保险。如果
申请人的父母超过65岁，并且
主要收入来源是来自联邦社会
养老金，而且属于低收入阶层，
那么只要子女申请，老人们的

药费就能够从联邦医疗保险里
出，老人只需每月花10美元就
能医药不愁。

食物

养老金补充福利收入

残疾人或6 5岁以上的老
人，如果主要收入来源是社会
养老金，子女可以为父母(也可
自己)申请领取，这可以增加很
大一部分收入。领取补充福利
收入的人，通常都自动享受食
物券和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这
样，护工到户服务、日常照顾、
急诊服务，包括轮椅等医疗设
备的购买等费用，都可以涵盖
了。

居住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低收入的老年人可以依法
向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申请
低保住房，只需缴纳自身收入
30%以下的租金。有住房但是没
有付清按揭的老人，也可以申
请联邦负责保险的贷款，这样
就不会因为一时欠费而被银行
强制收缴房子。已经付清按揭或
是快要付清的老人，更可以申请

“反式房产抵押贷款”，在国家法
律保护下，提前拿到抵押房产的
资金作为养老的费用。

这些机构都有免费电话和
网站协助公众。虽然每个家庭
申请的项目和内容不同，收集
材料可能费时费力，但专家鼓
励人们尽量尝试申请，这样对
老人和子女都有好处。

近日，网络上流传的一组
照片引起众多网民的热议。照
片上显示，在广州多处天桥和
高架桥下，原本平坦的地面浇
筑着大片状如利刃的水泥锥。
有人说，这是用来对付睡在天
桥下的流浪汉的措施。尽管这
些水泥锥的真正用途目前还没
有得到有关方面的证实，但此
事却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话
题——— 如何对待和管理流浪
者。在很多国家，管理者与流浪
汉并非对立冲突的敌对双方，
政府和社会民间组织会采取各
种措施救助这些无家可归者。

澳大利亚

集中改造公共场所

澳大利亚是高福利国家，
民众的生老病死几乎都由政府
来承担。然而，在各大城市的街
头还是能看到很多流浪汉。据
统计，目前澳大利亚国内有近
11万人每日过着无家可归的生
活。从高架桥下、街心公园到城
市街道，流浪汉或是跪在地上
乞求路人的施舍，或是斜靠在
墙边手捧一本小说，还有的躺
在长椅上享受着日光浴，他们
似乎不太在乎露宿街头的窘
境。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低
迷，澳大利亚失业率居高不下，
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也逐渐减
少，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持续攀
升。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在积极
寻求解决的办法。前总理陆克
文领导的政府曾发表一份白皮
书，主张大幅改善对无家可归
人士的服务，希望到2020年将
流浪人数减少一半；现总理吉
拉德沿用工党的这一政策。从
2011年起，澳政府斥资50万澳
元，对全国1500多名流浪者展
开为期两年的基层跟踪调查，
调查结果会作为制定相关政策
的重要参考依据。

除了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培
训等服务之外，澳大利亚政府
主要运用疏导的方式，采取怀
柔政策解决流浪人群问题。比
如，重新改建那些往往被路人
嗤之以鼻的流浪汉较为集中的
公共场所，环境的变化不仅让
无家可归者拥有较为舒适的生
活，更重要的是，普通市民的融
入会对彼此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流浪
者的数量。

韩国

“送温暖”持续20年

据统计，目前韩国全国各地

无家可归者有4400多人，流浪在
首尔街头的就有近2800人。这些
无家可归者多栖息在火车站、地
铁站等能够挡风遮雨的公共场
合，韩国许多社会人士都会自发
地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

韩国民间创立的“送温暖”
运动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1988

年冬天，清凉里火车站前，年轻
的传教士崔一道牧师首先掀起
了这场运动。起初这项运动是给
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颠沛流离
的游子和露宿街头的流浪者送去
煮好的方便面。三年后，方便面被
换成了米饭。如今，“送温暖”已经
遍布韩国各地，成为那些两手空
空的人最后的生活希望。

每到冬天，寒冷的天气使得
无家可归者处境堪忧。今年年
初，韩国大学建筑系学生社团为
无家可归者设计了一种可以稍
微抵挡寒风的纸箱屋“蚕蛹”。这
种蚕蛹形状的纸箱屋可以折叠，
方便携带。每个纸箱屋造价约
7500韩元(约合40元人民币)，如果
十多人一起做，15分钟就可以完
成一个。住在“蚕蛹”里的金先生
说，它能防风，比较暖和，而且躺
在里面不需要在乎行人的眼光。

日本

集中赈济便于管理

日本的流浪汉人数与其经
济状况有密切关联。上世纪90年
代，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解体，
流浪汉人数达到了高峰，2003年
初约有2 . 5万人，但随着近年来日
本经济状况有所回稳，2007年降
至1 .8万人。

这些无家可归者大多居住
在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也有
少数人“定居”在用纸箱子搭成
的简易房里。在日本，极少遇到
流浪汉当街乞食或索要钱财的
情况。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人固有
的“宁可穷其身，不可穷其志”的
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
法律规定，乞讨行为是一种犯罪
行为，哪怕只是要一根烟。

针对流浪汉的收容与救助，
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形成了很
好的互补。2002年，日本出台相关
法规，由政府层面对流浪汉进行
援助。例如，东京建立的“自立支
援系统”设有“紧急临时保护中
心”和“街头生活者自立支援中
心”，这两个设施会根据所收容
流浪汉的不同情况，向其提供住
宿、饮食、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
他们实现生活自立。

日本的社会福利团体也经
常对流浪汉展开慈善支援活动。
在大阪等地，很多宗教团体和志
愿组织会对当地的流浪汉进行
赈济，给他们提供食物。在日本
各地都有类似的民间组织，为流
浪汉提供衣服、医疗支援等各种
慈善服务。同时，这种方式也有
利于让流浪汉聚集在一个地区，
便于对他们进行管理。

据《世界新闻报》

国外那些流浪者
如何果腹栖身

一般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子女不赡养父母，特别是在美国，因为子女很少和父母同住，从

而认为美国人亲情淡漠，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美国的老年人虽然很注意尽量独立生活，利用积蓄

和社会福利自给自足，但实际上，美国人的家庭观念并不淡薄，很多子女都照顾父母，政府也鼓

励家人互相照顾，并将赡养行为列入税法、医疗保健法的优惠项目中，为尽孝的人减轻负担，希

望更多的人效仿。

澳大利亚的一位流浪者，靠着自己的家当上网。

日本首都东京的一处流
浪者搭建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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