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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李梦 肖会
本报通讯员 马静 张娅琪

案情简介

吴天、陈青夫妻是临清市新华办事处的农
民，膝下育有四儿五女，老人含辛茹苦把子女抚
养成人。随着年事渐高，老人不能再继续下地耕
作。

因为四个儿子不尽赡养义务，两位老人平
时只能靠捡垃圾维持生活。几个女儿虽有孝心，
但看到哥哥弟弟不肯赡养父母，都觉不公。很多
时候，女儿们会不同程度地尽些赡养义务，但受
外部环境的限制，赡养并没形成固定的给付。

2016年以来，两位老人身体状况进一步恶
化，尤其是母亲陈青，因为一些老年并发症，多
次住院治疗，医疗费用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
加困迫不堪。为此，吴天多次向四个儿子提出固
定分担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的要求，但儿子们
相互推诿，谁都不肯“出血”。就在母亲陈青住院
期间，四个儿子居然没有一个能主动到医院探
望照料。

几个女儿指责哥哥弟弟不尽孝道，而四兄
弟却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无端插手家
里事务。争吵中，大儿子还愤怒地指责几个妹
妹，实际上图的是老人的房产，才教唆父母与儿
子们反目成仇。因老人赡养问题导致家庭纠纷，
九个子女关系恶化，不相往来。

2017年，老人居住的房子出现多处裂缝，如
遇大雨有垮塌的危险。老人提出让儿子翻修房
屋，四个儿子协商不成，村干部组织九个子女多
次调解未果。2017年7月，面临诸多困境的吴天、
陈青夫妇，相互搀扶着走进了临清市法律援助
中心，向工作人员申请法律援助，希望通过诉

讼，要求其儿子承担赡养义务，尽快解决住房问
题。

承办经过

面对老人的遭遇，临清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至今都不理解，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子女，
为什么这么狠心，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管不问？
他们很快受理了此案，要为老人讨回公道，让子
女尽到责任，让耄耋夫妇安度晚年。临清法律援
助中心指派了宏宇法律服务所的高起起律师，
全权承办本案。

接受指派的高起起律师，见两位老人年事
已高，行动不便，便多次上门了解案件情况。考
虑到案件成因、当事人诉讼请求等因素，高起起
建议以调解形式结案，既维护授权人的合法权
益，也化解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促其家庭和
睦，一举多得。他们首先与新华街道办事处人民
调解委员会协调，并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进
行调解。

调解中，四个儿子不只是对五个姐妹不满，
兄弟之间也各有各的想法。开始大家都同意给
老人盖新房，但二儿子和三儿子认为，如果大伙
均摊费用，老人去世后房子的所有权该归谁？不
如自己独自承担费用，等老人去世后就能得到
整个房子全部所有权。其他兄弟姊妹当然不同
意。调解中兄弟姐妹们各说各话，紧接着相互指
责，最后演变为张口对骂。老人的大孙子更是对
三个叔叔挥拳相向，调解不欢而散。

此后，承办人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
员，开始分别做其四个儿子的工作。走访中了解
到，老人的大儿子和四儿子相对开明，以前也常
给老人挑水送菜，兄弟四人也曾商量过老人赡
养问题，后来因为房屋问题引发纠纷，导致了今
天的局面。二儿子因为出资修过房子，认为房子
属于他，三儿子说老人曾同意把房子赠予自己，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大儿和四儿因为不想卷入房产纠纷，便不
再和兄弟、老人来往。“我希望你们费费心，给我
们解决好，现在连周边几个村都知道我们家的
事情了。我在村里都抬不起头，而且我儿子也到
了说亲的年龄，家里有这种事太经不起打听
了。”在调解中，老大对工作人员说。

调解人员找准了问题结症，原来纠纷重点
在房屋归属上，关键人员是老二和老三。于是，
人民调解员、承办人、村干部、当事人亲属反复
劝解，多次上门找两人做工作。四个儿子最终达
成协议，房子由二儿子一人出资并取得所有权，

老人的生活费用每月1200元，由四人均摊，每月
固定交到宏宇法律服务所代为保管，老人今后
产生的医疗费用无力支付时，也由四个儿子均
摊。

承办结果

双方就协商内容签定书面调解协议，为保
障协议效力，签定协议当日，法律援助中心、人
民法庭、调解委员会一起到受援人家中现场为
其办理了司法确认手续。不久后，高起起在回访
中得知，新房子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四兄弟按时
给付生活费用，兄弟姐妹也恢复了往来。

律师感悟

法律不可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尤
其是思想、道德问题。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在
达到诉求目的同时，有时也伤害了双方的感
情。法律并不能消除双方的对立，甚至让双方
更对立。

对于赡养案件，由于当事人双方往往是建
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上的，鉴于身份的特殊性，
除非万不得已，应尽量争取调解解决。赡养案
件的另一特殊性，在于诉讼标的是赡养人的赡
养行为，不具有可执行性，给判决的执行带来
困难。因此，实践中我们根据每类案件的特
点，综合运用法律业务知识和社会经验，为受
援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将法律援助真正做到群
众心坎上。

（因为案情需要，本文所涉及人员、地名
均为化名）

九子女因赡养发生纠纷，八旬夫妻生活艰辛，临清法律援助中心———

让耄耋老人安享晚年
——— 聊城2017年法律援助十大精品案例系列报道（之四）

□孙亚飞 潘晓君 报道
本报东阿讯 9月8日，记者从东阿县扶贫办获

悉，今年以来，东阿加大精神扶贫工作力度，将精神
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步推进，通过采取“选树典型”“培
育文化”“涵养乡风”等举措，实现贫困群众外部帮扶
和内生动力的“双轮驱动”，助推脱贫攻坚质量提升。

以典型引路，通过开展“洁净家庭”“脱贫示
范户”“孝心村”等评选活动，选树一批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同
时，东阿县把“文化育民、文化惠民、文化富民、
文化乐民”做为文化扶贫总思路，实施文化惠民工
程，春风化雨涵养脱贫精神。目前，全县完成408
个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开展送戏下乡演出
180场，为全县行政村放映公益电影6124场，为各
行政村免费赠送价值共计75 . 6万元的图书。

以孝善扶贫为抓手，将精神扶贫转化为贫困群
众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据介绍，东阿县积极挖掘
孝善文化资源，通过孝善文化一条街、孝善文化广
场、“二十四孝”文化展等载体，培育良好家风；建立

“孝心红包”激励制度，让子女定期缴纳赡养费养老
成为一种常态；把“四德”建设融入文明村镇创建，开
展勤俭节约、移风易俗教育。东阿县被评为全省“乡
村文明行动示范县”，成功申报省、市乡村文明家园
示范点41个。

东阿：多措并举

助推精神扶贫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因为家庭不睦，
让耄耋老人老无所依、老无所养。2017
年10月，临清市法律援助中心经过深入
调查，耐心办理，成功化解一起由老年
赡养引发的家庭纠纷，使老夫妻开始安
享晚年。

□孙亚飞 任保营 报道
9月8日，阳谷县大布乡挂职干部潘瑞政(右)，在大棚内查看黄瓜长势。该乡积极

争取扶贫资金60余万元，在司庄村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4个，因长势和市场行情好，效
益颇丰。目前，全乡贫困户共计分红15万余元。

□孙亚飞 潘晓君 孟大伟 报道
本报东阿讯 东阿县大桥镇用好“三面镜

子”，确保贫困户信息更准确、帮扶措施再精准、
脱贫力度再加大、脱贫责任再夯实。

“放大镜”看细，帮扶措施精准到户。大桥镇
严把进出关。在精准识别认定的基础上，深挖贫困
人口致贫原因，先后多次召开了由贫困户、镇村干
部、第一书记等人员参加的座谈会，逐户逐人说明
基本情况。积极采取项目带动、产业拉动、结对帮
扶等方式，加快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保
持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良好态势。

“显微镜”看透，聚焦群众所需所想。大桥镇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等举措推
动扶贫政策、资源、资金、措施、力量向贫困对象聚
合，促使扶贫工作“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目前光伏
发电、产业扶贫、养驴扶贫、公益岗位、健康扶贫、邻
里互助、孝善养老等措施多点开花。

“望远镜”看远，构建扶贫长效机制。大桥镇
用好脱贫的“望远镜”，关闭返贫“二道门”。根
据到村入户核查结果，认真梳理扶贫成果和减贫成
效，了解贫困户的思想意识是不是有转变、帮扶是
否取得实效、脱贫后是不是有返贫迹象，探索建立
健全动态管理、便民服务站、网格服务+集中供养
等模式，切实让贫困户脱贫增收。

“三面镜子”

照亮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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