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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普法法宣宣传传进进社社区区
来来咨咨询询的的老老年年人人最最多多
涉及房产、遗嘱、赡养等法律问题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王倩) 12月4

日是我国第二个宪法日，二七新村街道办
事处联合济南市司法局、市中区司法局邀
请律师、公证员等走进建新社区。活动现
场，不少老年人赶来咨询法律问题，问题多
涉及房产、遗嘱、赡养等方面。

4日上午9点钟，普法宣传活动刚开始，
一名60多岁的居民就坐在了咨询台前，“我
有一个涉及房产和赡养方面的问题，得听
听专家怎么说。”刚坐下，这名居民就说
起了自己的情况。据老人介绍，她的老母
亲今年已经90多岁了，目前与二儿子同
住在一起。近段时间，老人立了遗嘱，要
将目前居住的一套老房子给与她同住的
二儿子，“我们兄妹 5人，老母亲遗嘱一
立，这套房子就是二哥的了，大家对此也
有意见。”老人介绍，由此意见一来，有兄
弟姐妹就提出不再交赡养费了，她今天就
想咨询一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老人所立
遗嘱是否有效？再来就是他们不交赡养费
是不是会涉及违法？

在听取了老人的描述之后，参与现场
咨询的律师表示，老人所立遗嘱是有效的，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子女不赡养老人的借
口，如果子女借口不赡养老人，实际上也就
已经违法了。得到答案之后，这名居民表
示，要把这些法律知识讲给兄弟姐妹听，让
大家也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

几个小时时间，记者发现，到现场咨询
的居民大多是老年人，而老年人咨询的问
题也多涉及房产、遗嘱、赡养等方面的法律
问题，比如什么样的遗嘱最具有法律效力、
房产分配不公引发纠纷等。济南市司法局
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开展“法治进社区”活
动以来，发挥业务优势，调动、发挥法律工
作者的作用，为居民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4日当天，山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召开2015年山东省老年维权典型案例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全省20件老年维权典型
案例，涉及赡养、继承、防骗、交通事故、劳
动争议、婚姻纠纷、腾房纠纷、医疗纠纷、遗
赠扶养协议、房屋租赁十大类。其中赡养类
纠纷共6件，占30%。

作为老年普法维权大篷车进社区公益
活动的承办方，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新亮也表示，近年来，还有一类老年人涉
及法律维权的问题比较突出，需要高度警
惕，就是防诈骗。

王新亮说，例如，现在金融公司非法集
资的重点对象就是老年人，这些非法活动
利用老年人知识更新慢、对金融产品了解
少的弱点，以高息为诱饵，利诱老年人拿出
一生积攒的养老金、保命钱。致使有些老年
人因此走上绝路，引起家庭动荡、社会不
安。还有一类诈骗，就是保健品公司针对老
年人身体功能下降、慢性病多发、健康需求

迫切的生理、心理特点，利用假药冒充真
药，夸大保健品功能和认爹认妈、甜言蜜语
多种手段，满足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双重需
求，攻破老年人的防线，致使老年人身体、

心灵以致日后生活受到多重伤害。
王新亮提醒老年人要有防范意识，不

要受到利益诱惑，遇事要多跟子女、邻居沟
通，也可以多跟律师咨询。

这这些些老老年年维维权权典典型型案案例例，，你你也也来来评评评评

●案例一 【案情】王某、滕某系夫妻关系，系高龄老
人，近几年身体不好，王某的视力有障碍，
需要经常打针吃药，滕某的腿部有病症，靠
扶着墙或轮椅挪动，行动、生活非常不便。
两位老人每年都会因病入院治疗几次，数
年间花费十余万，退休金明显不能承受昂
贵的医疗费。

两位老人共有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其
中，次子安家到外地，成家立业三十多年
了，很少来济南看望照料老人,也从来没有

支付过赡养费，老人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同
住济南的长子和女儿共同料理。老人找到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陈正斌律师寻求帮
助，主要是想起诉子女支付赡养费。经过承
办律师多次沟通，老人做出了让步，子女也
都表达了赡养老人的愿望。法院判决子女
按月支付一定数额的赡养费，老人和子女
对结果比较满意。

【点评】《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子
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王
某、滕某的次子因在外地安家以及一些其他
家庭矛盾，对自己父母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地
理上的距离并不能免除他对父母的赡养责
任。

【公益提醒】父母与子女是最亲近的
人，即使有误会和矛盾，也不可能是深仇大
恨。赡养是法定义务，子女或者依法应当承
担赡养义务的人应当承担该义务。

●案例二

【案情】老年人夫妻双方均为再婚，一方
去世后，另一方能否将其婚前个人财产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如不能分割，对该财
产应如何分配；能否作为遗产由配偶、子女进
行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中配偶与子女的继承
顺位如何安排，是否有优先顺序或是共同
分割。

89岁的时某与老伴程某于2001年登记
结婚，两人均系再婚，程某有一个儿子程某
某。2011年6月24日程某病逝，遗留有婚前
财产房改房房产一处，经评估该房产现值
为351677元。时某认为自己和程某系合法
夫妻，自己至少应该先分一半的房产，再和
程某某平均分割剩余一半房产，故诉请法
院要求先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再继承的方
式分割该房产。一审法院认定遗留房产为
程某婚前财产，不能先按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该房产归程某某所有，由程某某支付时

某应继承的房产价款人民币175838 . 5元
(351677÷2)。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后经法院调解结案。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本
案中程某遗留房产为婚前个人财产，而非
他与时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不能将该房
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先行分割。同时根据
我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遗产按照下
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
母。”，第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同一顺序继
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因此
程某去世后，时某和程某的儿子程某某同
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共同分割该房产。

二审中，经过对时某的合理释疑及积
极调解，结合时某本身情况对其进行合理
维权，最终老人同意与程某某达成调解意
见，由程某某支付时某60000元房款，并于
调解书送达之日一次性付清该款项，保证

了老人的现有即时利益，不仅让老人满意
结案，同时又退还老人50%的诉讼费用。

【点评】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
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本
案中程某遗留房产为婚前个人财产，而非
他与时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不能将该房
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先行分割。同时根据
我国《继承法》第十条之规定，配偶、子女、
父母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根据第十三条第
一款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
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因此程某去世后，时
某和程某某同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共
同分割该房产。

【公益提醒】老年朋友们在遇到继承问
题时应该先看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如果是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就不能按照
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作为遗产应
当按照《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案例三

【案情】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某保
健品公司的业务员孙某利用长期与老人打
交道并取得老人信任的便利条件，采取收
老人货款不给货打白条的手段，共计骗走
三十多位老人几十万元的货款，后涉嫌
诈骗被刑事拘留。老人找保健品公司要
货，公司以业务员涉嫌犯罪与公司无关
为由拒绝向老人交付保健品也不退款，
老人多次索要无果。

经了解案情，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免费
为老人维权。确定办案思路之后，根据老人
提供的信息，通过调查取证，最终确定业务
员孙某所在的公司。随后律师事务所给该
保健品公司发出一份律师函，详尽阐述了
老人的合法权益、对方的违法行为同时也
提出了解决方案。保健品公司见函之后与
律师进入谈判程序，虽然经过多次谈判，但

仍就老人缴纳货款的数额以及欠老人货物
的数量存在争议，因为很多老人由于缺乏
法律知识没有留取孙某收到钱款的凭证，
很多人都是手写的白条，甚至有的老人连
白条都没有，就无法真实的证明老人具体
的缴款数额。再一个困难就是有的老人不
要货物要求必须退款。因此保健品公司不
同意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照老人的要求
交付货物，也不同意退款只同意支付货物。

经过十余次的反复谈判与磋商，最
终达成了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案，但
很多老人也无法退款，只能选择提取货
物。

【点评】本案的关键点在于，公司对于
业务员孙某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根
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

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民
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
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
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
民事责任。”在本案中，业务员孙某的行为
构成表见代理，公司应当承当相应的责任。

【公益提醒】老年朋友们为了自己的身体
健康会购买一定的保健品，但是因为随着年
龄的增长，思维能力会有所减弱，也会轻易地
相信他人。在本案中，就是因为老年朋友们在
购买保健品时轻信了业务员孙某，才会出现
后来的纠纷。老年朋友们，在购买商品时一定
要注意保存购买合同、发票等相关证据材料，
以便日后发生纠纷时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本报记者 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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