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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原为防老
岂料忤逆不孝

随着外出务工现象的增多 ，
“居家养老” 模式受到了巨大冲
击。 如今， 入住敬老院养老、 签
订遗赠抚养协议养老都已不再是
新鲜事儿， 而且这种养老趋势大
有增多之势， 当然， 与此相伴而
生 ， 养老纠纷也与日俱增 。 比
如 ， 拒付父母入住敬老院费用
的； 老人进入敬老院后子女不管
不问的； 拿到老人积蓄就甩脸子
的……有不少子女甚至认为， 只
要把父母送进敬老院， 自己只要
按时交钱就算尽到义务了。 真是
如此吗？ 为此， 记者拟结合具体
案例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案例1
老人主动要进敬老院
子女却对费用拒分担

84岁高龄的张大妈， 丈夫早
逝， 虽有三个儿子， 但都不愿意
与其共同生活。 因此， 张大妈一
直独居单过。 其逝去的丈夫是国
家干部 ， 她本人每月有抚恤金
400元 ， 三个儿子每人每月 有
20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 每人每
月交赡养费100元。 由于生活逐
渐不能自理， 最近张大妈要求上
敬老院， 敬老院每月收费800元，
包吃包住包护理。

为此， 她要每个儿子每月多
出50元赡养费。 三个儿子认识不
一， 有的不同意她进敬老院， 不
同意分担她进敬老院的费用， 张
大妈将其告到法院， 经调解， 三
个儿子尊重老人的意见， 同意分
担老人的相关费用。

说法： 子女有义务支付
相关费用

《婚姻法 》 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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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劳动能力
的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
付赡养费的权利。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第14
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
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
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人的
特殊需要。 老年人的养老方式应
当由老年人自主选择， 生活不能
自理的张老太选择进敬老院养老
并无不妥， 应予以尊重， 合理分
担费用属子女应尽的赡养义务，
合情合理应该支持。

案例2
七旬老人入院近一年
子女竟从此不管不问

刘大伯今年71岁， 有一子一
女， 由于不想给子女添麻烦， 去
年他身体健康欠佳后就住进养老
院。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自从他
入院以来， 已经将近1年了， 子
女愣是从未来看望过他， 只有一
次， 他的孙子假期的时候偶尔来
过一次 。 前段时间 ， 他在活动
时， 不小心扭伤了左腿 ， 之后，
经院方与其子女联系， 其子女仍
然没有来看望他。 刘大伯伤心之
余， 遂打算将子女告上法庭。

说法： 看望老人也是子
女的义务

《民法通则 》 第106条规定 ：
公民、 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
集体的财产， 侵害他人财产、 人
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 ： 从事住宿 、 餐
饮、 娱乐经营等活动或者其他社
会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
织， 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
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
害， 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敬老院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致老人损害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不过 ， 敬老院毕竟是敬老
院， 子女不能把老人送进敬老院
而撒手不管 。 为了防止事故发
生， 子女送老人进院时应与敬老
院签订书面协议， 明确约定敬老
院的看护义务。 老人入院后子女
应经常去看望予以精神慰藉， 与
老人和敬老院做好沟通， 发现安
全隐患及时消除。

案例3
约定与老人共同生活
儿媳拿到存款态度变

孤身一人的柳大妈丈夫早
逝， 独生儿子病逝以后， 为了帮
助儿媳照顾年幼的孙子， 她卖掉
自己的老屋搬去与儿媳共同生
活。 前些年， 她原本准备住进养
老院， 可儿媳告诉她， 还是住在
家踏实。

随后， 她与儿媳签订了遗赠
扶养协议 ， 由儿媳妇负责她 的
生 养 死 葬 ， 她 卖 房 的 20万 元
钱 ， 由儿媳保管， 她死后归儿
媳所有。

儿媳拿到钱后， 逐渐对她冷
淡起来， 尤其是近些年柳大妈年
老多病， 不能做家务， 儿媳对她

更加冷淡 。 不仅经常给她吃剩
饭， 对她的生病也不管不问， 有
时发生争吵甚至动手打她。 鉴于
儿媳不尽扶养义务， 柳大妈向法
院提出了与儿媳解除遗赠扶养协
议的请求。 法院经审理， 支持了
她的诉求。

说法： 签有遗赠扶养协
议应履行

《继承法》 规定 ： 公民可与
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按照
协议， 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的生养
死葬义务 ， 享有接受遗赠的权
利。 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
养人签订的， 由遗赠人将自己的
合法财产的一部或全部于死后转
移给扶养人所有， 而由扶养人承
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的协议。
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应自觉履行，
一方无故不履行协议， 另一方可
以要求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
题的意见》 规定： 扶养人或集体
组织与公民订有扶养协议， 扶养
人或集体组织无正当理由不履
行， 致协议解除的， 不能享有受
遗赠的权利， 其支付的供养费用
一般不予补偿； 遗赠人无正当理
由不履行， 致协议解除的， 则应
偿还扶养人或集体组织已支付的
供养费用。

■老妈想进敬老院 子女拒绝支付所需费用 违法
■老爸进院近一年 子女竟然一直不管不问 悖理
■签协议赡养婆婆 拿到老人存款态度大变 不该

法律： 拒不赡养老人违法悖理

案情
李女士是一家工厂的职工 。

工厂虽然在中秋节前已明确宣布
放假三天， 但为了有利于节后更
好的开展生产工作， 工厂又规定
放假期间员工如果不休息， 可以
主动报名参加工厂组织的机器设
备检修， 工资按国家规定的加班
工资标准计算。 而李女士考虑自
己前不久已回过家中， 短时间里
没有再次回家的必要， 便自愿报
名并参加了检修工作。

岂料， 中秋节的上午， 李女
士却由于机床突然倒下， 而被砸
断双腿， 且伤情严重。 如今李女
士虽已被送到医院医治， 但却无

力支付医疗费用， 只好要求工厂
按工伤处理并垫付医疗费用。 但
却被工厂拒绝， 理由是李女士是
自愿在节日期间帮忙检修设备，
并不构成工伤， 更无权要求其垫
付费用。

说法
工厂的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 李女士的情形已经构

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
条第 （一） 项的规定， 劳动者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
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
为工伤。 与之对应， 就李女士是
在工作场所、 因为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并无异议， 那么， 问题

的关键在于是否属于 “工作时
间”， 如果属于， 自然属于工伤；
反之， 则不构成工伤。 工作时间
又称劳动时间， 是指劳动者根据
法律的规定、 合同的约定或者用
人单位的安排， 从事相应劳动的
时间。 李女士在中秋节假期从事
机器设备检修， 虽不是根据法律
的规定、 合同的约定， 但却是在
李女士自愿基础上的公司安排，
公司同样对李女士实施了管理、
监督、 发放劳动报酬等， 即当属
“工作时间”。

其次， 工厂具有垫付医疗费
用的法定义务。 因为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办公厅发布的 《工伤保险
经办业务管理规程 （试行）》 第

47条已明确规定： “工伤职工在
门、 急诊及外埠就医发生的医疗
费用、 工伤认定前的医疗费用由
参保单位垫付， 待接到工伤认定
决定书后， 到社保机构按规定办
理审核手续。”

再者， 李女士有权通过相关
途径要求工厂先予给付 。 因为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44条
规定： 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的案件，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 可
以裁决先予执行， 移送人民法院
执行。 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当事人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不先予执行
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

中秋节主动留厂做检修 受伤也属工伤 □颜东岳

【法律咨询台】

汽车合同猫腻多
细化合同易维权

近年来在汽车销售中， 合同
问题上升为焦点 。 订车条文模
糊、 口头承诺不兑现等引发的纠
纷越来越多 。 在此 ， 提醒消费
者 ， 汽车消费要多留 “心眼 ”，
签订购车合同要细致。

案例回顾
消费者李先生与某汽车销售

公司签订了汽车买卖合同， 先期
支付了一万元订金在该汽车销售
公司订购了一辆路虎牌汽车。 合
同中约定了提车日期， 到期李先
生来商家提车时， 销售人员告知
路虎汽车没有现货， 无法提车。

李先生强烈要求商家与其重
新签订一份合同 （且合同上加盖
了该汽车销售公司的公章）， 重
新约定了提车日期， 但到期后又
被告知无现车， 商家让其继续等
待， 随后又拖延了一个星期商家
仍无法为李先生提供汽车。

无奈之下 ， 李先生给12315
打来了求助电话， 执法人员接到
该投诉案件后， 马上联系李先生
了解情况， 得知确实是商家违约
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时间给李先生
提供汽车， 按照合同中的约定，
商家如数返还李先生订金一万
元， 李先生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
意。

维权提醒
在此， 昌平工商干部提醒消

费者购车时要注意：
首先 ， 一定要详看合同内

容， 核对内容中注明的车型、 颜
色、 出厂批次、 交车时间、 双方
违约的处理等内容是否与自己所
选的相符。 如果是先交订金， 待
有车后再提车的， 除了约定何时
交车外， 更要约定若不能按期交
车将如何处理。

其次， 对各种费用都要一清
二楚， 如购置税多少， 保险险种
包含哪些等， 赠送哪些礼品及赠
品品牌等。 此外， 上牌后还要对
各种税费进行核对， 避免被商家
忽悠。

再次， 在需要预付购车的时
候， 应注意少付订金规避风险。
此外， 购车前最好能确认新车是
否有合格证， 如出现上牌等一拖
再拖的现象， 应提高警惕并及时
向12315等维权部门申诉。

最后， 除购车应注意合同文
本外， 平时在保养和维修中， 也
应保留完整的票据， 以便在出现
纠纷时， 可以更好地维权。

黄璐 陈敏姬

昌平工商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