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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阿姨讲述独自开车
自驾游原因的视频引发热议。在近
四分钟的视频中，这位阿姨平静地
叙述了自己的前半生和婚姻生活，
解释了独自自驾游的原因。

这位阿姨名叫苏敏，河南人，今
年56岁，车子是女儿给了三万块加
上自己的钱付了首付买的，之所以
出来自驾游苏敏称是因为实在是忍
受不了丈夫。

在视频中苏敏称，以往的生活
大多数时候她仿佛和丈夫生活在两
个世界。除了自己的工作，她要照
顾丈夫和女儿，承担所有的家务劳
动。 经济上，每一笔账丈夫都要和
她掰扯，一切AA制，除了她付出的
家务劳动不算钱，一切都要算清
楚。丈夫给车子上装了ETC，由于
绑的是他的卡，苏敏偶尔过一次高
速，丈夫还会问她要钱，但自己花钱
大手大脚。

外孙上了学，苏敏不好一直住
在女儿家里，回到自己家时，丈夫还
是那个老样子。想到那些压抑的日
子，苏敏实在忍不下去了。

网上博主的自驾游视频启发了

她，开车，一个人，到处玩，她没想到
还有人可以这么活。56岁的苏敏下
定决心要为自己活一次：离开家庭，
独自去自驾游。

买什么装备，户外怎么用电，如
何长途开车……她开始在互联网上
搜索一切与自驾游相关的信息，把
所需一件件加入购物车。

出发那天，她坐在属于自己的
小车上，手握方向盘，在网上发布了
自驾游的第一支短视频。“朋友
们，我要出发了，一直往南开。”

自驾两个月来，苏敏称，美景慢
慢治愈着她抑郁的心，心情好转眼
界也开阔了。对于更远的将来，苏
敏回应称：等对老伴没有埋怨只有
同情时，我可能会回去。

（据钱江晚报）

但是，像这位老人寻求监护时，
把房产一并让出，让李辰阳和同事
很是诧异。因为遗产分配一般不与
意定监护挂钩处理，是为避免监护
者有歹意、加速老人死亡，这也是此
案争议点之一。

公证部门的工作其实就是去排
除“意定监护”中，老人是不是存在
被欺骗、胁迫的情况。

李辰阳：像这样非近亲属来建
立意定监护关系的，可能公证部门会
让他们跑很多次，有意识地去可能是

“折磨”他们，(担心老人)被迷惑了、洗
脑了、被骗了。我们专业人员是从蛛
丝马迹或者从他的叙述交流当中，把
他的社交圈、近亲属圈先了解清楚，
然后再来确定为什么老人不指定自
己的近亲属而指定一个非近亲属。

老人和摊主的这段“陌生亲情”
合法化，事前有调查核实，事后还要
进一步监督监护者行为。这也意味
着“意定监护”需要没有利害关系的
第三方作监督。可老人觉得，能找
到摊主这样的监护人已属难能可
贵，基于信任，他和大多数老人一样
并不寻求监督措施，而类似这样的
案例，大概占到90%。

李辰阳对此不敢掉以轻心，“监
督人就类似于纪委书记一样，我们
有时候也会‘陌生拜访’，不通知老
人，悄悄地进入他的社区，去和他的
邻居、居委会或者突然到他家里，去
看这个老人。我还经常去养老院、
重症监护室、火葬场等，因为这些场
所和场景，都是监护人需要出现的，
也是他应尽的职责。”

李辰阳还说，自己去拜访这位老
人的时候，他容光焕发，看到孩子时

的笑脸，有发自内心、享受的感觉。
本周，因为选定摊主作为监护

人同时搭送300万房产，老人频繁
接到各媒体邀约采访，不堪亲朋重
负；而监护人摊主也因房产与监护
集于一身备受舆论压力。

李辰阳：有的时候，一边倒地去
讲他的家属不好，我觉得这个并不
公平，因为他们没有出现在媒体，没
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作为这对小
夫妻，老人家把这么大的重担给他，
他们也很诧异。老人家找到我，我
们觉得这个能托付起吗？能够做下
去吗？他家属来找我我怎么办？实
际上，监护人的担心是更加复杂的，
包括经济上、体力上、精神上，特别
是社会上的责难。我觉得这个案例
的评论还是要客观点。

2月份，老龄办发布的《报告》显
示，今年，我国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这其中，失能失智、孤老残
障等无法自理的老年人占有一定比
例。如何让老人有所养，独立而不孤
独，社会需要更多像意定监护一样的
法治探索和深耕。李辰阳说，“我们
希望他们过得有尊严，按他的意愿生
活，并且在他无能为力的时候，能有
信任的人协助他。不光是老人，也是
我自己，所有人理想的一种状态。”

白岩松：刚看完的这个故事，绝
不仅仅是一个与老年人有关的问
题。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
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8.1%，再过几
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将超过
三个亿。因此，应对老龄化是方方
面面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
立法先行、法律完备，否则将来会有
很多的麻烦事儿。 （央视新闻）

老人将300万元房产留给水果摊主

“意定监护”你听过吗
一位上海八旬老人，老伴去世，患有精神疾病的独生子猝死，儿

子后事是身旁这位在老人家楼下做水果生意的摊主陪伴料理，自家
亲戚无人到场。三年前，老人带着摊主找到了公证员李辰阳做监护
公证，还要把300万房产送给这位毫无血缘关系的摊主，这件事于
近日被媒体报道，引发热议。

李辰阳是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
证员，接受采访时他表示，老人和摊主
几年前就认识。老人没事就跑到这个
水果摊，等着孩子下学，和这个摊主聊
天。他还说，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没
人和他说话，能有这样一个接纳他的
场所，又能够获得他所谓的天伦之乐，
是对他心灵上的一种安慰。

李辰阳：比如说，他说我妻子没
有了，儿子没有了，晚年当我无能为
力的时候，没有人来养育我了，怎么
办？我先找到人了，我和他没有亲戚
关系，我很着急。

老人着急找李辰阳，就是想趁自

己意识尚清时，让摊主一家当自己的
监护人。这在法律上叫“意定监护”，
它正式确立于《民法总则》，并在《民法
典》中进行明确规定，还是个新事物。

李辰阳说，像这位老人一样，向
公证处寻求法律帮助的场景，每天都
在公证处发生，都是因为自己的家庭
出现了事故。老人寻求一种安定感，
他需要一个司法部门帮助他解决他
身份缺失的问题。

就像这位老人，他看中了一个人，
这个人也愿意，他需要通过“意定监护”
这种方式，建立和形成他们之间的一
种身份关联，法律上叫形成司法秩序。

解放军医药杂志的一篇《颈椎病
变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相关学说的创
立与实践》研究文章指出，发生颈椎
病时，如果颈椎关节出现错位，使椎
动脉受到牵拉和挤压，可能会诱发颈
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尤其在体位、头
位发生变化等情况下，更易诱发脑卒
中。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多市民关注，
颈椎病还能引起中风？

三个上海名医开的易可中医医
院“谭氏筋伤”中心主任王杰说，颈椎
病分很多类型，市民不要轻视颈椎
病，认为这是常见病，除了手术也没
其他办法。事实上，很多市民对颈椎

病误会了，多数颈椎病的问题并不是
在颈椎骨上，而是在颈椎的筋上，关
键的问题在于治颈椎的筋。在治疗
中就要以筋为突破口，高频电火花就
是这一理念，可以穿透到深筋处。在
接诊中，王杰也遇到过颈椎病引发中
风的患者，该患者一开始并不重视，
直至引发小中风后才引起重视。

王杰表示，别小看颈椎病这个常
见病，事实上对健康造成的危害不可
小觑。即便是经过治疗后缓解，也需
要防复发，颈椎病就像感冒一样，易
复发，可以通过做易筋经导引术起到
防复发。 （江南）

“意定监护”需要第三方监督

“意定监护”是什么？

【谈骨论筋】勿轻视！颈椎病不治拖成中风

不怪颈椎骨要怪颈椎筋

作为最早一批“意定监护”公证
员，李辰阳曾办理过国内首例意定监
护生效案例。他所在的公证处，八成
案件是类似这位老人一样的独居独
身，或者失独、孤寡等老年群体，且大
部分是无血缘关系案。

一次，老人在家中摔倒昏迷，是
监护人摊主发现并送医。由于无亲
戚照护，摊主便早上进完货再去医
院，晚上回家，日复一日。此后，老人
便邀请住在简易棚的摊主夫妇及其
三个孩子住进自己的房子，组建成一
个特殊家庭。

李辰阳表示，“意定监护”会在部
分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避免这种场
景出现，能有人来协助他们解决。

就医：医生往往会问老人，“家属
来了吗？”“你有监护人吗？”

申请社会福利：老人有各种社会福
利，但是他到各个部门去申请的时候，别
人也会质疑他的身份问题。这样高龄
的老人不怕死，痛苦的死亡过程他是最
怕的，他要有尊严地走完这个人生。

“意定监护”优于法定监护，这是
法律制度的光辉点和核心点，目的就
是自治原则，法律保障你自我决定权
的优先实现。

日常照护、大病治疗、临终关怀
等，“意定监护”为不可抗力造成的鳏
寡孤独者寻求监护做兜底保障，也超
越血亲范畴监护可能有的情感绑架，
最大限度尊重老人的意愿。

“意定监护”有什么好处？

56岁妻子“抛夫”自驾游：
为自己活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