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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80 岁的老大爷因
病卧床多年。因为家庭纠
纷，他被儿子起诉，请求依
法分割扣除安置房购房款
后的剩余腾退补偿款。老
人的另一个孩子没有作为
他的代理人应诉，也没有为
老 人 请 律 师 。 为 何 不 应
诉？这个孩子告诉法官，这
并非是老人第一次被儿子
起诉。“以前他起诉的时候，
我们请律师花了好几万，但
他一起诉就撤诉，导致我们
花了好多律师费。”久而久
之，这个孩子就对诉讼抱着
无所谓的态度。

面对这种情形，法官果
断决定，上门开庭、谈话、询
问。当到达老大爷家时，法
官发现，老人躺在床上一动
不动。“你要不说这儿有个
人，可能都不知道床上躺着
人。”老大爷的儿子将父亲拍
醒，老人醒了却不睁眼。法
官蹲下身握了一下老人的
手，发现老人的手特别凉。
法官说明来意：“您好，我是

丰台法院方庄法庭的法官，
今天我们特意来看您，您能
听见我说话吗？”

听到这句话，老人缓缓
地睁开了眼睛。“您现在说话
不是很方便，请老伴儿代您
向我们说一下您的意见，您
同意吗？”魏敬贤紧接着发
问。她听见老人应了一声，
还说了一声谢谢。之后，老
人的老伴儿在其身边代为陈
述了相关事实和意见。

用这样的办法，法官查
清案件事实及证据，也顺利
制作了开庭大纲。老大爷
夫妇告诉法官，涉案宅基地
均属于其夫妇二人，拆迁中
仅有原告50平方米指标，虽
然原告的安置房未交付，但
房 钱 已 从 拆 迁 款 中 扣 除
了。涉案剩余腾退补偿款
已经拆迁公司的分款协议
确认过，儿子签字同意归老
人所有。综合案件事实，法
官最终依法驳回原告全部
诉讼请求。

（北晚）

本案经过民事一审、
二审后，最终认定，本案
所涉的《遗产抚养协议》
合法，周宗可继承周阿婆
名下全部财产。

一审法院认为，《遗
赠抚养协议》签订前后，
周阿婆处于记忆力减退、
精神萎靡的精神状态，因
此很难确认其在《遗产抚
养协议》上的签名是真实
意思表示。

且自签订协议，到周
阿婆去世，仅有10个月
的时间，在此期间，周阿
婆一直由护工照顾，护理
费、医疗费大部分由长护
险报销，其余由周阿婆名

下的财产和工资支付。
周宗在控制了周阿婆的
养老金收入和银行卡的
情况下，仍要求其提前支
付的6万余元医疗费，先
从遗产中扣除，更说明了
周宗未按《遗赠抚养协
议》的约定履行义务。

因此，一审法院难以
认定《遗赠抚养协议》系周
阿婆的真实意思表示，且
已全部实际履行。最终，
一审法院判定，周宗可继
承40%的遗产，其他子侄
共同继承60%的一审。

一审后，周宗提起上
诉，经审理，本案的二审
法院作出了改判。二审

法院认为，根据周阿婆的
文化水平，以及周阿婆和
几名子侄的生前关系，法
院认为，《遗赠抚养协议》
是周阿婆真实意思表
示。周宗按照协议履行
了对周阿婆的生养死葬
义务，周宗照顾周阿婆的
时间长短，并不影响对其
履行义务的认定。

因此，二审法院认为，
应当尊重周阿婆的意愿和
其享有的财产处分权，对
本案涉案的《遗赠抚养协
议》效力予以认可。最终，
二审法院判决，周阿婆名
下的近550万元遗产，由
周宗继承。 （益维）

周阿婆是一名97岁高
龄的孤寡老人，她一生未
育，丈夫过世。目前在世亲
人，只有两位过世的兄弟留
下的5名侄子、侄女和一位
侄孙女。

由于房屋动迁，周阿婆
名下有财产约 550 万元。
临终前不久，她以签订《遗
产抚养协议》的方式，将名
下财产，全部赠予其中的一
位侄子，周宗（化名）。

对于姑姑留下的这份
《遗产抚养协议》，其他的侄
子、侄孙表示质疑。他们认
为，姑姑签订《遗产抚养协
议》时已神志不清，协议并非
姑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孤寡老人留下500余万遗产

6名侄子侄孙为此对簿公堂

近百年间，周阿婆的
父母、兄弟和丈夫均过世
了。不过，周阿婆有退休
工资，有一定的存款，在
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独自
生活，自己照料。

2019 年，周阿婆常
年居住的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周阿婆的名下，
多了500余万存款。在
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的同时，周阿婆和自
己的侄子周宗，签订了一
份《遗赠抚养协议》。这
份协议中写明：

“甲方今后的生活起
居，衣食住行全部由乙方

负责安排照料。乙方也
可以考虑甲方身体状况，
在征得甲方同意的情况
下，将甲方送往养老机构
照护，并由乙方支付养老
机构的所有费用。乙方
保证经常探视甲方，给予
精神上的慰藉，以使甲方
享有平静安详幸福有尊
严的晚年生活。”

“在乙方妥善处理完
甲方身后一切事务后，甲
方所遗留的一切财产、单
位支付的抚恤金、丧葬费
等均归乙方所有。”

这份协议为打印材
料，在协议下方，留有周

阿婆和周宗的手写签名
和捺印。

此后，周阿婆在周宗
的帮助下，离开了已动迁
的老房子，入住至养老机
构。周宗对其进行定期
探望，并为周阿婆送去一
些生活物品。在周阿婆
临终时，周宗按照周阿婆
生前嘱托，未对其进行切
气管抢救。周阿婆过世
后，周宗为周阿婆办理了
丧葬事宜。

据此，周宗认为，自
己理应根据《遗赠抚养协
议》，继承周阿婆名下的
全部财产。

对于周宗的主张，周
阿婆的另外几位侄子、侄
孙，另有想法。

其他的几名子侄认
为，根据养老院的相关
记录，以及医院的相关
记录，在和周宗签订《遗
赠抚养协议》时，周阿婆
已处于神志不清，无法

正常理解他人意思表
示，无法真正表达自己
意愿的阶段。

况且，周宗和周阿姨
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打
印协议。协议签订时，无
任何录像记录、律师见证
或公证机构文书佐证，无
法确认是周阿婆本人所

写，更难以证实周阿婆在
这份协议上签字，是真实
意思表示。不过，几名子
侄并未申请笔迹鉴定。

此外，周阿婆生前的
退休工资，足以支付她在
养老院的费用。周宗并
未尽到对周阿婆的抚养
义务。

其他侄儿认为老人神志不清

500万遗产全给一名侄儿

《遗赠抚养协议》被认定有效

方庄是北京城市化较早的地区，社区的老龄人口占比
高。丰台法院方庄派出法庭就设在密密麻麻的住宅楼里，受
理案件中涉老案件比例大。无论是遗产继承、分家析产，还是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老年群体都存在迫切的法
律需求。然而，老年人群在诉讼中常常遇到各种困难：有些老
人年事已高，难以走出家门去法院应诉；有的老人听力下降，
与法官沟通不畅。

如何破解老年人遇到的诉讼难题，让司法便民惠及高龄
老人，丰台法院方庄派出法庭的法官们有自己的做法。

解决老年人诉讼难题的创新之路

九十高龄老人打官司不难

方庄法庭的法官魏敬贤
处理了一起涉及高龄老人的
案件。老奶奶已经九十多岁
了，她的老伴儿已经在2020
年去世。老伴儿和老奶奶有
一套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老奶奶与子女希望通过
诉讼，先行解决老爷爷名下
的那一半份额的房屋继承。

案件审理过程中，老奶
奶和子女并没有太大争议，
希望通过法院调解，妥善解
决继承及老人赡养等家庭问
题。最终经法院主持调解，
当事人自愿达成两部分协
议，一是房屋按份额进行继
承，二是四子女每人每月各
给母亲1500元赡养费，共计
6000元，于每月1日打入长
女的银行卡并由长女负责取
款，取款后给母亲2000元，另
外4000元是保姆费，谁负责
照顾老人就给谁。

初步达成协议后，子女

们都十分满意，但是老人九
十多岁了，无法到庭。魏敬
贤和同事便决定去老奶奶家
里，制作并签署调解笔录。
当天，法官们本打算骑车从
方庄法庭赶到位于安乐林路
的老人家中。双方本来约定
好，下午两点左右见面，无奈
当天下午突然下起瓢泼大
雨，魏敬贤和同事被淋成了
落汤鸡，最终三点多才赶到
老人家中。

一进屋，老奶奶和子女
们都已经到了。“下这么大
的雨，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来
了。”虽然两位法官浑身被
雨淋透，但包里的卷宗却保
护得完好无损。没多耽搁，
法官赶紧给当事人制作调
解笔录，并向老人宣读笔录
后指导其签署。看到老人
被照顾得很好，一家人也关
系融洽，法官觉得来这一趟
就放心了。

老奶奶不用出门 办妥财产继承案

老大爷卧床多年 上门开庭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