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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辛苦苦一一辈辈子子 老老来来无无人人养养
有的是子女确实不孝，有的是子女谋生尽孝两难

赡养老母起争执

哥哥打伤弟弟获刑

因赡养老母发生争执，近六旬的
哥哥一巴掌将弟弟打成左耳鼓膜穿
孔。近日，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打人者管制六个月。

今年58岁的李明(化名)在兄弟
四个中排行老大，50岁的李亮(化名)

是他最小的弟弟，家里有八十多岁
的老母。今年4月，李明与李亮因赡
养母亲的问题起了争执。“他们的母
亲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到几个孩子家
住，老母在弟弟家住了一段时间，哥
哥没能按时去接，两人就发生了口
角。”办案法官介绍。

李明不能忍受弟弟李亮对自己
的顶撞，于是抬起手便打了李亮一
耳光。李明以为一耳光没什么大不
了的。可不承想，李亮被打后感到左
耳轰鸣，后经法医鉴定为左耳鼓膜
穿孔，构成轻伤。

11月2日，岚山法院审理认为，
李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
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追究刑
事责任，李明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李明
管制六个月。

赡养纠纷案

多发生在农村

“赡养纠纷案件多发生在农村
家庭。”济阳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杨名峰告诉记者，近三年该院受理
或诉讼外调解的54件赡养案件中，
农村家庭发生此类纠纷的有42件，
占88 . 89%。被赡养人年龄均在63 . 4

周岁以上，均为多子多女的老人。除
个别子女身体有重大疾病或残疾
外，均成家立业，老人一般年老体
弱，无劳动能力，基本丧失生活能
力，平时靠子女照料日常生活起居。

“因为赡养纠纷引发诉讼的原
因多样。”杨名峰表示，有的纠纷是
因为老人年老体弱，或因疾病等丧
失自理能力，需要子女陪护照顾，子
女不愿意尽孝。有的因为子女认为
老人在“分家”时不公，或对即将谢
世的老人财产分割存在较大争议。
有的因为子女外出打工，生活压力
大，在老人因病需要照顾时，子女无
能为力。

据了解，老人的要求往往只是
基本的生活需求，诉请子女每月供给
自己一定数额的日常消费品如粮食、
蜂窝煤等，少量日常开支、必要的医疗
费用等，个别要求子女每月回家看看，
并不要求过高的物质享受。

养了七个儿女，八旬老人住保安亭
临沂市兰山区81岁的高

连珍老人，有五个女儿两个
儿子，自己却流落街头，住在
农贸市场保安亭已一年多。

高连珍家住临沂市兰山
区兰山街道办事处角沂居委
会，几年前房子拆迁，村里分
给她一套老年房，但后来房
子被小女儿卖掉，她无处可
去。在街头露宿一阵子后，就
住进了农贸市场的保安亭
里。除了四女儿还时常来看
望她外，其他孩子和老人都
没有联系。因为考虑到四女

儿家境贫寒，老人说不想去
她家给她添麻烦。

附近村民透露，老人有
孩子住得不远，家境也比较
富裕，但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却不管老人。据了解，目前老
人每个月从居委会领取360
元补助，过年有1200元的过
节费。

据当地街道办事处负责
人介绍，街道办事处和居委
会对老人的情况比较关心，
曾多次对其家人就赡养的问
题进行调解。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底，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 . 94亿，2020年将达到2 . 43亿，面对快速增长的老年人
口，传统的养老方式和目前的养老制度都显得如此无力。在农村，“墙头记”的场景已不多见，但老无所养的场面却依依然不
少：不孝的子女不愿养，家庭困难的养不好，外出打工的养不了，这些也凸显了当下老龄社会养老的无奈。

家产被分光，父母无处养老
家住莱西市朱翠村的老

刘早年打工存了不少积蓄，
眼看着5个子女都成家立业
了，本想着颐养天年，谁料财
产分完了，自己却无处养老。

“当时就是对小儿子偏
爱，把家里的房子和钱大多
留给了小儿子，可是谁想到
偏偏小儿子不争气，做生意
不仅把钱赔了，还把房子也
卖了，现在日子也不好过。”
65岁的老刘说，他和老伴现
在跟着小儿子日子越来越不

好过，儿媳妇还天天给气受，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其他
儿女都因为财产分配不公问
题，跟老人疏远了关系，现在
除了一个女儿来看看老人，
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们了。

“手里的钱都没了，现在
得看儿子的脸色过日子，每
个月200元的生活费还不知
道拖到什么时候给。”老刘和
老伴现在身体还可以，但两
人更担心将来不能动了怎么
办。

儿子娶了媳妇，父母外出租房
临清农村的小凯前年刚

结婚，婚前跟女方说好了，家
里只有一个院子，要跟父母
一起住，对方满口答应。

结婚后，小凯的对象跟
邻居聊天时，大家都笑话她
与公婆同住。从此，小凯的妻
子就总看着公婆气不顺，开
始不断闹别扭。不多久，小凯
的父母搬到了小凯父亲打工

的工厂宿舍去住。
“这已经是村子里今年

来第五家被儿媳妇赶出家门
的公公婆婆了。”村民们告诉
记者，很多中老年人因为只
有一个儿子，选择了跟儿子
在一个院子里住，但因同在
一个屋檐下，媳妇进门后，矛
盾就不断，有的公公婆婆不
得不出去租房子住。

独自照顾脑瘫的孙子和上学的孙女

69岁老人盼儿子回家看看
泗水县泉林镇69岁的王长

芝老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
对龙凤胎，其中男孩因缺氧脑
瘫，妻子为此离开了他。此后，他
为了生计去青岛打工，多年不曾
回家。王长芝的大儿子一家在温
州，长年不回来。老人每天都盼
着儿子有天能回家看看。

她记不清大儿子几年没回
家了，只觉得日子一天比一天
难熬。小儿子自离婚后就走了，
很少回来。老人说，两个儿子很

少给家里钱，她从未抱怨过，最
让她难过的是儿子似乎忘了她
的存在。“我连他俩的电话都不
知道，原来的号码打不通了。”

老人现在抱10岁的孙子
非常吃力，和孙女一起用轮椅
推着孙子外出时，在门口的坡
上，祖孙三人经常摔倒，有时祖
孙三个一起哭，哭完了，生活还
得继续。“吃得好点孬点没关
系，只要他们回来看看我就知
足了。”

子女外出打工，老人留守家中
“有些年轻人不是不想

养，可能是因为家庭困难养
不起。”滨州滨城区里则街道
办事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
她只有一个儿子，靠着家里
的几亩地和一点手工活生
活，除了生活开支外，还要供
两个孩子上学，生活艰难。

“我知道，孩子不是不孝
顺，是他们就这些能耐了，多
来看看我，忘不了我，我就很

知足了。”老人说。
25岁的小王结婚后便来

到滨州打工，一直在建筑工
地干活。家里兄弟三个，都和
小王一样，长年在外打工，老
家只剩下父母两个老人。“我
也知道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老了该享福了，但我们没钱
让老人享福，只能出来打工
挣 钱 ，这 样 又 顾 不 上 老 人
了。”小王无奈地说。

相关案例

就事说事

69岁的王长芝老人独自照顾脑瘫的孙子和上学的孙女，两个
儿子似乎已经忘记了她。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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