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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孤寡老人十余年，能否继承五套房
法院：五套安置房所有权益均由其继承

北京市顺义区年过九旬的
阮老先生终身未婚，膝下也无子
女。在村里的主持下，从 2011年
开始，阮老先生和同村的男子刘
某军签下遗赠赡养协议，约定刘
某军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将所
有财产遗赠给刘某军。

2023 年，阮老先生因病去
世，留下 5 套刚刚分到的安置
房。近日，顺义区初级人民法院
判决认定，阮老先生留下的5套
安置房的所有权益应该由照顾
老人 10多年的刘某军继承，并
对刘某军的行为予以肯定。

阮老先生出生于 1930 年，
其父母早亡，有 4个哥哥、一个
妹妹，目前，阮老先生二哥的两
个女儿和阮老先生的妹妹仍健
在。2011年，生活无依靠的阮老
先生向村民委员会求助。因刘某
军一家与其关系较好，且在村中
口碑较好，在村民委员会的协调
下，刘某军同意赡养阮老先生。
二人在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签
署了遗赠赡养协议，约定由刘某
军照顾阮老先生并负责生养死
葬，阮老先生将其位于本村的房
屋在内的全部财产遗赠给刘某
军。协议书里写明：保证细心照
顾遗赠人，让老人安度晚年，至

遗赠人阮老先生去世之前保证
其生活水平在村中处于中等。

于是，自2011年11月开始，
刘某军承担起了对阮老先生的
赡养责任，甚至全家搬至阮老先
生家一起生活。一些视频记录下
了阮老先生和刘家人生活的场
景：一家人为阮老先生过生日，
刘某军的孙子、孙女向老人磕头
拜年，小孙女为老人洗脚……

2023 年 3 月，阮老先生近
800平方米的宅基地被划入拆迁
范围，老人因此获得安置房5套。
这一年10月，阮老先生因病去世，
刘某军送老人走完最后一程，并
为其买墓地，料理丧葬事宜。

刘某军认为，自己对阮老先
生如同对待亲人一般，12 年如
一日悉心照顾，让其在晚年生活
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如约履行了“生养死葬”的赡养
义务。为了接受遗赠，刘某军将
阮老先生的妹妹和两个侄女起
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遗赠赡
养协议有效，协助其办理房屋过
户事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多位村
民出庭作证，表示阮老先生的生
活跟同村人相比在中上水平，老
人平时常在公园遛弯、下象棋。

“老人原来肺不好，刘某军给装
了 5 个增氧机。老人每天早上
要吃煮鸡蛋、喝奶，刘某军连续
十几年都做到了，还时常给老
人换换口味，熬粥、做面条、炖
肉……”一名证人表示。法官在
实地调查时还得知，刘某军与阮
老先生同住后，老人的侄女、妹
妹与老人之间的来往较少，对
此，老人的侄女、妹妹也在法庭
上承认，看望老人的次数并不
多。

近日，顺义区初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做出判决，确认遗赠赡养
协议中涉及财产赠与以及刘某
军承担的生养死葬义务部分应
属有效，并认定5套房屋的所有
权益应由刘某军继承。法官表示：

“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内容之一。刘某军在老人年岁已
高、无人照管时，主动承担赡养责
任，与其共同生活多年，照顾老人
的生活起居，并履行了遗赠赡养协
议中的生养死葬义务，使老人度过
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刘某军
10多年赡养孤寡老人的行为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行为
应当给予积极评价。”

据澎湃新闻

满头霜发、面容慈祥、说话必带
笑，这是91岁高龄的王新华老师给
人的印象。

他用一个“忙”字，概括了他的
晚年生活。他拿出了大大小小不等
的11个笔记本，上面是他分门别类
的记录，诸如：时事、旅游、电脑学
习、养生保健、饮食菜谱、穴位按摩、
活动记录、备忘录等。

首先是忙学习。对学习的坚持，
源于王老师超出常人的求知精神。
王老师早年求学时，三年师范，六次
考试，他仅一次考了第二名，其余都
是第一。退休之后，王老师依然保持
着浏览报纸和在手机、电脑上看新闻
的习惯，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同
时，他还非常注意学习网络新技能和
健康知识。

其次是忙做饭。年轻时，王老师
和老伴儿一起做饭。现在，老伴儿有
时去北京女儿家看病、休养，王老师
自己也把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用他
自己的话说是“自己在屋里当皇上”。

他按照菜谱去采买原材料，细心烹
饪，将香椿炒鸡蛋、豆芽肉片、饺子等
做得可口、有营养、有味道。他把“不
麻烦儿女”落实到乐于下厨，亲手做
羹汤的一招一式中。

再就是忙运动。王老师幼时家
境贫寒，身体孱弱。经历了生活的磨
砺和工作的历练之后，上了年岁的
王老师将“一切为了健康”作为日常
生活的信条。他的小本本上记录着
保健养生、穴位按摩的操作方法等
健康知识。他举例说，为了锻炼腿部
力量，他每天蹲起 100次，绷脚 100
次，勾脚100次，仰卧蹬腿100次，踢
腿 100次。他还现场给我们示范抬
腿、摆腿、治腰疼的动作，并告诫我
们也要注意身体、注重健康。

我仔细品味着王老师的一个笔
记本扉页上写着的“学习、喝水、走
路、睡觉、唱歌”，欣赏着王老师橱柜
中一个个奖杯、奖状和一部部潜心
创作的作品，懂得了王老师自始至
终忙碌的意义和价值。

年逾古稀的老伴儿，竟对
摆地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起初，她提及此想法，我
仅付之一笑，以为是玩笑话。
毕竟家中尚无经济之忧，无需
她承受风吹日晒，以摆摊谋
生。然而，她言辞坚定，说：“摆
摊非但不损你颜面，于我也无
失身份。”更提及一位九旬离
休老干部，摆摊只为乐趣，而
非生活所迫。

面对她的坚持与对充实
老年生活的追求，我虽再三劝
阻，但终难改其意，只能退而
立下规矩：恶劣天气、身体不
适或情绪不佳时，皆不出摊。

老伴儿早年供职于百货
公司，曾代人值守柜台，故对
经营之道并不陌生。她决意行
动后，便着手整理家中陈年杂
物：历次会议纪念品、孙辈的
旧画报、停用的纸币、淘汰的
生活用品等，一一分类、估价，

为出摊做足准备。
我将此事告知子女，出乎

意料的是，他们不但未加阻
拦，而且积极响应，不仅将自家
闲置物品悉数贡献，还从亲友、
同事处搜罗来各类淘汰物品，为
老伴儿的地摊充实货源。收益虽
微薄，但换来了老伴儿极大的满
足感与快乐。每晚盘点所得，她
总是神采飞扬：“今日所得，足
以应付咱俩一周开销。”

老伴儿摆摊，并非单纯逐
利。遇有困难老人或残疾人
士，她常慷慨赠予所需之物，
视为行善之举。曾有一农村老
翁带着孙子反复流连于摊前，
对几本画报爱不释手却又囊
中羞涩。老伴儿见状，无偿赠
送。此举令她深感自豪：“我岂
是见钱眼开之人？摆摊旨在寻
乐，旧物得其所用，胜过弃之
废品堆。”

摆摊生涯中，老伴儿结识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
是摊主还是顾客，彼此交流心
得，共同学习鉴别新老物件的
知识。这一方小天地使她腿脚
常动、思维活跃，甚至从微信
支付的“门外汉”变为能熟练
运用、助人解困的“达人”。老
伴儿与时俱进，乐在其中。

如此看来，老伴儿对摆地
摊的痴迷已超越生意本身，成
了一种生活方式。其间的乐趣、
善意与收获，使得她何时“金盆
洗手”，已变得不再重要。

91岁老人的“年轻密码”
张俊环

摆地摊
鲍智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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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军的孙女为阮老先生洗脚刘某军的孙女为阮老先生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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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聘
护理人员十六年护理经验，如家的温暖 招收自理、半自理、不自理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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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爱心护理工程建设基地
全国敬老文明号沧州市万盛老年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