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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遗嘱涉及房产继承
老人签订时更愿意瞒着子女

陵县开发“孝悌”地方课程

本报7月14日讯 (记
者 王明婧 通讯员
王亚南 ) 近日，陵县校
本课程开发以《弟子规》
为依托编写的校本“孝
悌”材料，并下发各校，
向社会传播感恩教育。

“孝悌”课程以传诵
经典孝道故事等形式学

习孝道美德，同时以绘
画、撰写小故事的形式，
实践孝道文化，以学生
互评、家长参与、老师点
评的形式完善学习美德
效果。此次活动通过“小
手拉大手”的形式向家
长、社会传播感恩教育，
收到了积极效果。

本报 7月 1 4日讯 (记者 刘振 )

省内首家遗嘱登记中心自6月底
落户德州以来，到现在已受理近30
件登记业务。14日，记者采访了解
到，遗嘱内容八成涉及房产，不少
老人更愿意根据子女赡养情况分
割家产，也倾向回避子女独自订立
遗嘱。

德州遗嘱登记中心工作人员
称，来办理遗嘱业务的多是65岁以
上的老人，遗嘱多来自财产分割且
八成涉及到房产继承。多数老人不
愿意平均分配遗产，提出要根据子
女的赡养程度来区别分配家产，所
以近五成的老人在登记时选择回避

子女，“子女可以陪同，但遗嘱订立
过程子女不能在场，必须要保证遗
嘱内容是老人个人的意愿。”

“订遗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青
年人也应有这个意识，但现在普遍
存在认识误区，认为立遗嘱是一件
晦气的事情。”山东涵诺律师事务
所主任韩玉明介绍称，该律师事务
所每年受理的继承纠纷案例将近
100件，多数是因为当事人对法律
不熟悉、对财产分割不明确所导
致。譬如德城区一位老人生前写了
3份遗嘱，但由于没有目击证人导致
子女不认可，出殡当天子女就因为
财产继承问题吵了起来，最终只好

对簿公堂。
据统计，在遗嘱继承案件中，有

将近60%的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韩玉明说，多数无效遗嘱就是因为
遗嘱人分配的遗产“越界”，夫妻一
方在遗嘱中支配了夫妻共同财产。
比如属于老两口的房子“去世后不
给老伴，给孩子”的遗嘱就属于不合
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建议一个地市成立一个遗嘱
登记中心。”韩玉明说，遗嘱登记中
心作为第三方见证，从法律角度确
认遗嘱的合法性，不仅能化解一些
不必要的家庭纠纷，还能节省司法
成本和社会资源。

水水上上练练兵兵
针对近期降雨较多、市区水域水情复杂多变的情况，7月12日，德州市消防支队组织官兵在减河水域进行了水上

应急救援演练。图为消防官兵在冲锋舟上发射救生抛投器。 本报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尹岩 摄影报道

刘金忠结集百首康乾诗

本报7月14日讯 (记
者 董传同 ) 作为“京
南第一州”的德州，康熙
乾隆祖孙两帝曾多次莅
临，并留下诗篇。近日，
德州知名作家刘金忠经
多年的研究搜集，将康
乾两帝吟咏德州的105首
诗歌结集出版。

“这种资料的搜集
整 理 ，工 作 量 非 常 巨
大。”刘金忠说，《康熙乾
隆咏德州》的出版是他
的夙愿，最早的情缘可
以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他上中学时期，从
地摊上抢救来的一本德
州地方志书，里面包含
着康熙乾隆吟咏德州的
诗篇79首。此书为民国时
期出版。

此后的工作中，刘
金忠花了大量的精力在
康乾诗歌中，对德州吟咏
的诗篇进行了系统地收
集整理，一共搜集到105

首。收集后，他对诗歌进
行了系统地注释、翻译。
读起来，通俗易懂。

刘金忠说，因为经
济的落后，德州人往往
在文化上也缺乏自信，
很多文化资源被埋没。
德州是文化资源非常丰
富的地方，康熙乾隆咏
德州的诗歌只是文化资
源丰富的证明之一。此
次诗歌集结集，大大超
越了民国时期整理的版
本，而且自民国的版本
以来，再也没有人对此
进行整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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