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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女轮流赡养，老人不乐意
法律援助让这一纠纷圆满解决

本报单县5月29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李苗苗) 单县年
过八旬的老人张某自老伴去世后把
房产分给子女，但是子女均想要房
产不愿意赡养老人。25日，张某走进
单县浮岗镇法律援助工作站申诉，
最终在工作站调解下，解决了张某
的赡养问题。

5月25日，张某来到单县浮岗镇
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她家住浮岗
镇，膝下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均已
成家单过。自从老伴去世后，自己养
老就成了问题。原来，她家有三套房
产，一套分给大儿子，一套分给三儿
子，二儿子当初选择不要房产，接替
父亲工作，剩下的最后一套房产，老
人和谁住，谁分得这套房产。

六个子女都希望能分得最后一
套房产，但却不愿独自赡养老人。

“我不愿意六家轮流赡养，那样折腾

不说，最主要感觉自己老无所依、漂
泊不定，而且现在也没决定好到底
和哪个子女长住。”张某很难接受子
女轮流赡养的要求。

工作人员当即联系老人的六个
儿女，约好下午到司法所进行调解。
工作人员向张某的六个儿女讲述了

《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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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第十三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妥善
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
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老年人自
有的或者承租的住房，子女或者其
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
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

“以前生活条件还不如现在，老
人都能把你们拉扯大，现在你们只

想着分母亲的房产却不能赡养母
亲，于情于理都会让人寒心。”工作
人员说这番话的同时，六子女均低
头不语。

随后工作人员提出赡养老人的
方法：老人依旧住在自己房子里，由
六个儿女轮流来老人的住处赡养老
人，每家两个月，时间为一年。老人
生病产生的医药费报销后的部分由
六个子女平均承担。三个儿子住在
本村，三个女儿也都嫁在临村，照顾
起来并不困难。

一年后待老人决定好要和哪个
子女长期住时，再由其他五个子女
每月给予生活费200元。老人的房产
由老人自己分配，分配时会考虑多
尽赡养义务多分，少尽赡养义务少
分的原则。

六子女均表示同意，圆满解决
了老人遭遇赡养难的问题。

子女不常回家

老人可诉诸法律
本报菏泽 5月 2 9日讯

(记者 李凤仪) 新修订的
《老年法》将于2013年7月1
日正式实施。29日，记者从
市老龄办获悉，6月1日起将
在全市开展“宣传月”活动，
对老年人养老补贴、老年人
免费健康查体和老年人乘
坐公交车、旅游、医疗等为
重点的老年优待政策进行
维权。

活动期间，将举办《老
年法》学习培训班、开展《老
年法》知识竞赛、征文、巡回
讲座、现场咨询、发放读本、
明白纸等活动，向广大群众
普及老年法。

新《老年法》在“精神
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
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
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
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人”。并单独成立“社
会照料”一章。主要是针
对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人，以及不能和子
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子

女远离家园已成为常态，同
时不少子女因工作繁忙或
亲情缺乏，使得子女常回家
看看成为老人前所未有的
奢侈品。”菏泽老龄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新《老年法》
中，对居家养老的“空巢”老
人权益及生活问题给予关
注，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
者问候老人”。

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开
展优待老年人规定执法大
检查，如发现问题进行整
改，必要时在媒体曝光。此
外，落实老龄养老补贴、老
年人免费健康查体和老年
人乘坐公交车、旅游、医疗
等为重点的老年优待政策，
协调法院、公安、司法等部
门以维护老年人权益为重
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法律
援助，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
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
行为。

目前，菏泽已印刷《老
年法》3万本，《老年法》宣传
明白纸1万页，这些宣传资
料将会发放到老人手中。

小时候，父母把最好的食物，
留给我吃；现在，最好的食物，记得
请父母先吃了吗？家中最好的房间
是否敬给父母居住？他们的衣食住
行经常关心吗？父母交待的事情，
可曾尽心尽力办好？父母有病时，
能不能尽力伺候，想方设法减少他
们的病痛？远游在外，已经多久没
有向家里问候、回去探望了呢？

新的《老年法》将于7月1日起

实施，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
“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
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
问候老人”。

孝顺，不光是说说而已，主要
在行动，孝顺父母也是为人立世第
一准则。一句话，谁都有老的一天，
子女们多尽孝心，不光是让老人活
得开心，也是给自己子女以身作则

的教育。所谓“百行孝为先”，中华
民族历来极为重视孝这一行为。

孝顺，不光仅仅是赡养，而是
在保证自己双亲衣食无忧的同时
给予他们精神上慰藉。常回家看看
成为最基本的要求，并且已经放在
法律里面，其实父母要求的并不
多，仅仅是作为儿女应该起码具备
的那一份孝心而已，哪怕是经常打
个电话。 (本报记者 李凤仪)

格记者手记

孝敬老人，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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