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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不愿履行赡养义务
父母该如何维权？

三亚赵先生咨询：我和妻子养育了5个儿女，5个儿女都成家
了。如今我和妻子也面临着养老问题，但是5个儿女都互相推托，不
愿赡养我们。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解答：老人可以向村（居）委会寻求帮助，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
行调解，与子女签订赡养协议，居委会或村委会可以监督协议的履
行。赡养协议需满足一定条件才具有法律效力，签约双方需具有民
事行为能力、协议内容需反映双方真实意愿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如
果调解无效，或子女不履行协议，老人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向法院起
诉，请求法院判决子女履行赡养义务。

女儿快40岁不愿结婚
父母可以起诉她“不孝顺”吗？

海口王先生咨询：我女儿都快40岁了，仍不愿结婚。我和老伴
每次催婚，她都和我们闹得很不开心。请问，我可以向法院起诉她
“不孝顺”吗？

解答：不能。婚姻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孝顺与否无关。建议你们
和女儿加强沟通，互相体谅。

儿子意外去世，儿媳妇未再嫁
有义务赡养公婆吗？

白沙刘先生咨询：我和妻子今年快70岁了，儿子在几年前意外
去世了，但儿媳妇没有再嫁。请问，儿媳妇对我们有赡养义务吗？

解答：儿媳妇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赡养主要是指儿女在经济
上为父母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
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合理要求。成年子女有赡养
扶助父母的义务，但这一义务并不包括儿媳妇对公婆的赡养。然而，
如果丧偶儿媳妇对公婆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她可以作为第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公婆的遗产。

承包的槟榔园
可以立遗嘱作为遗产留给儿子吗？
东方黎先生咨询：我承包了一个槟榔园，每年的收益非常可

观。但我年纪大了，最近感觉身体不是很好。请问，我可以立遗嘱，
去世后把槟榔园留给我的儿子吗？

解答：槟榔园是经济作物种植地，经济作物种植地可以通过立遗嘱
留给子女。在特定条件下，种植地可以根据遗嘱进行处置。首先，需要
明确种植地的属性与所有权归属。如果是农业用地承包合同所定义的
土地，承包者应享有的收益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予以继承。例如，林
地承包人逝世后，继承人仍可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土地。

设立遗嘱需遵循法律要求的形式及实质条款。例如，自书遗嘱
需由遗嘱人亲手撰写、签名且注明日期；代书遗嘱需要两个以上证明
人在场等。总之，明确种植地所有权与属性后，按法定程序订立有效
遗嘱即可依照遗嘱对相关权益进行分配。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土地继承规定有所不同。对于通过
招标、拍卖或公开协商等途径获得的“四荒”土地等的承包经营权，在
承包期限内，其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然而，普通家庭承包的耕地使
用权，一般不允许直接传承给子女。但在特定承包模式下，满足条件
者可享有此权利。

退休帮儿子儿媳带孩子
可以向他们要带娃费吗？

文昌孙先生咨询：我已经退休了，想发挥余热也不知道干什么，就
来海口帮儿子儿媳带孩子。请问我可以向他们要一些带娃费吗？

解答：虽然现实生活中，老人一般不会向子女提出支付带孩子费
用的要求，但老人如果要求子女支付费用，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而老人并没有帮子女
带娃的责任和义务。老人如果愿意放弃清闲的退休生活帮子女带
娃，子女可以主动给他们一些费用。一方面，解决老人基本的生活和
带娃时孙辈的花销；另一方面，给老人带娃费体现子女的孝心，能加
深感情减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从家庭伦理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关系非常重要，而
亲情和互助则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一些老人认为自己帮助子女带娃
是一种爱的表现，而不是一种商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子女支
付费用可能会让老人感觉无法张口。

在生活实践中，子女应尊重老人的意愿，同时要关注他们的权益
和需求。如果老人选择帮助子女照顾孩子并要求一定的补偿，可以
通过协商沟通来解决，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对老人起诉子女要
求支付带娃费用的案件，法院通常也是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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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簿公堂：九旬老人起诉
4名子女索要赡养费

黄老太今年 93 岁，育有 2 子 3 女。
1994年，63岁的黄老太和丈夫来到海南，
同女儿何某共同居住。2014年，黄老太的
丈夫何先生因病去世。何先生过世后，黄
老太一直跟何某共同生活，由何某照顾生
活起居。

近年来，黄老太健康状况逐渐变差，疾
病缠身。黄老太认为，20余年来，只有女儿
何某主动在经济上尽到赡养义务，其他4
名子女只偶尔支付的生活费，远不足以满
足自己的基本日常生活开销，不足部分只
能由何某额外支付。

黄老太认为，自己退休后因无退休
金，生活困难，需要子女在经济上给予帮
助，履行赡养义务，但其他4名子女认为何
某早期经济能力较好，拒不履行赡养义
务。

为此，黄老太一纸诉状将除何某外的4
名子女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每月支付600
元赡养费，以及过去28年的赡养费21万元

和医疗费。
面对母亲的起诉，4名子女认为，父母

二人在1993年至2004年期间是有劳动能
力以及经济来源的，对何某扶助较多，何某
应尽主要的赡养义务。且黄老太为何某一
家提供了多年的劳务，何某及其丈夫应给
付黄老太工资。

法院判决：4名子女每月
支付生活费600元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黄老太年事已
高，没有经济来源，多年来由何某一家照
顾生活，其他子女也或多或少地给付生活
费，也想看望母亲，但何某存在不配合的
情况。近期4子女未向黄老太支付生活
费，影响了其生活。现黄老太起诉要求4
名子女自2022年6月起每月支付生活费
600元，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黄
老太请求对其今后产生的医疗费等由4名
子女各负担20%，该请求的事实尚未发
生，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该案不作处
理。

美兰法院判决，4名子女自2022年6
月起向黄老太每月支付生活费600元，驳
回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黄老太不服，向海口市
中院提起上诉。黄老太诉称，1994年4月
其已63岁高龄，已达到我国法定的退休
年龄，不具有劳动能力，4名子女应支付
1994年4月至2022年5月期间的赡养费
21万元。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的行为
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的直接给付，子女们可
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其他方式履行赡养义
务，同时根据被赡养人对子女帮扶程度合理

确定子女应承担的赡养义务比例为宜。
该案中，黄老太多年来随女儿何某一

家居住，帮何某一家照顾家庭生活，同时
由何某照顾其生活至今，即使存在何某多
担待了一些对黄老太的赡养义务其实情
有可原。2014年至2022年，其他4名子
女均有向黄老太支付过生活费，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黄老太的子女们就赡养父母问
题形成过明确的可执行性的协议以及4名
女子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事实。一审法
院对黄老太关于支付1994年4月至2022
年5月期间的赡养费21万元的诉请不予
支持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维持。海
口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成年子女不得
以放弃继承权拒绝履行赡养
义务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
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
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海口中院法
官潘娜表示，这是民法典关于成年子女赡
养父母的规定。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的
法定义务，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成年子
女不得以放弃继承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为
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现实生活中，多子女家庭通常会就
父母的赡养问题进行
协商处理。但是
也 有 不 少
子女在

父母提出赡养要求时，以种种理由予以推
辞：有的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有社会保
险为由拒绝；有的以财产分配不公、经济条
件差为由相互推诿。

潘娜介绍说，我国法律规定，老年人
对个人的财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
涉，不得以窃取、骗取、强行索取等方式侵
犯老年人的财产权益。赡养父母是成年
子女的法定义务，既不允许拒绝，也不允
许附加条件，更不涉及财产分割问题。父
母对个人财产享有充分的自主分配权，不
管是出售还是赠与，子女都无权干涉。即
便子女从情理上感觉父母偏心、财产分配
不公，也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赡养父母
的法定义务。

潘娜提醒，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必须
履行的义务，尤其是像该案中这类多子女
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相互扶持，努力保持良好、愉快的亲戚
关系，在照顾父母方面多沟通、多协商，共
同承担赡养责任，同时结合每个人具体的
经济能力和生活状况，各尽所能、各尽所
孝，共同为父母安养晚年承担应有的责
任，付出应有的孝心，而不能只要求某一
个子女承担，这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也与
我国的传统美德相悖。赡养人应当履行对
父母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
藉的义务，让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相关法规更对赡养扶助父母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现实生活中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甚至是虐待老人的情形时有发
生。今天是重阳节，本报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我省法院受理的两起涉及赡养纠纷的案件，以期告诫子女须依法承担起赡养
义务，也提醒老年人在遇到子女拒绝赡养的问题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各执一词
双方在法庭上争吵不休

五指山法院受理该案后，适用普通程
序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
词。

东大爷诉称，其两个女儿均履行了赡
养义务，只有小儿子东男不履行赡养扶助
义务。为了家庭和谐，自己一直跟随两个
女儿生活。现在自己年老多病，两个女儿
的赡养也已力不从心，他要求东男履行赡
养和照顾义务，但东男对他置之不理、冷眼
相对、不尽赡养扶助义务，让他无法正常生
活。

东男辩称，2016年 9月29日，在当地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形成了调解协议，
约定东大爷有权居住由东男全额出资购买
的某农场房屋，以此作为签订2016年9月
调解协议后东男对东大爷所尽赡养义务的
方式；该协议还约定2016年 9月 29日以
后，东大爷的生老病死，均由东女、东妹负
责，东大爷过世后的抚恤金也归她们二人
所有。此外，为了避免东男占用东大爷购
房指标而买的房屋将来产生纠纷，也明确
了此房最终归东男所有。

东男当庭表示，大家都已在调解书上
签了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其赡养义
务体现在调解协议中，同时其也自愿放弃
对东大爷可能产生的全部利益。同时，自
己和家人在逢年过节时会带上礼物探望父
亲，平时也对东大爷嘘寒问暖。东大爷要
求自己单独为其尽赡养义务的请求与调解
协议的约定不符，同时，依照调解协议的约
定，自己两个姐姐的赡养义务不应免除，故
请求法庭驳回东大爷的诉讼请求。

双方在法庭上争吵不休，庭审陷入僵
局。

老人起诉4名子女支付赡养费，法官说法——

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法定义务
93 岁的海口市民黄老太（化名）育

有子女五人，本应是安享晚年的年
纪。然而，黄老太却因丈夫早亡又得
不到儿女的照顾，且无经济来源，生活
陷入了困境。于是，黄老太以子女未
依法尽到赡养和照顾义务为由，一纸
诉状将 4 名子女告至海口市美兰区法
院，要求每月给付赡养费 600 元以及
支付过去 28 年的赡养费 21 万元，并共
同负担医疗费。

■本报记者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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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八旬的东大爷（化名）退休后自己生活
在五指山市某农场中，和已故的妻子育有 3 名
子女。大女儿东女（化名）虽然远嫁内地，但在
退休后还是回到五指山市照顾东大爷的起居，
可两年前东女因脑梗住院治疗后身体出现问题，
照顾父亲有了不便。东大爷二女儿东妹（化名）
便回到五指山市照顾东大爷的起居，可东妹因工
作原因，不能常住五指山市。随后东女、东妹便和
弟弟东男（化名）商量东大爷的养老问题。但是三人
却达不成一致意见，东男甚至拿出 2016 年时签订的赡
养协议，称他已尽过赡养义务了，东大爷的养老问题不归
他管。无奈之下，东大爷将东男起诉至五指山市人民法院。

■李成沿

如果不赡养老人会产生什么法律后
果？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示，
子女不赡养老人的，除了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以外，还可能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危险。

陈积祯介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六十一条：对于年老、年幼、患病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
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拒付赡养费
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子
女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老人可以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判决生效后由法院强
制执行。如果霸占老人财产，将老人扫地出
门，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民事
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损失。以

及虐待、遗弃老人，将受到治安处罚，因为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
十五条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被扶养人，将面临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警告。

老人传统思想重，家丑不可外扬的理念
比较牢固，遇到不孝子女不尽赡养义务，往往
难以启齿，就算要起诉不孝子女，受于身体和
文化的限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对此，陈积
祯提醒，老人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子女，有
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且属于人民法
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
辖。同时，老人可以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并按照被告子女人数提出副本。如果老人书
写起诉状确有困难，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
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子女。

五指山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是指子女对
父母在物质上、生活上、精神上通过扶助行为
履行的义务，该义务不仅指物质上的帮助，还
有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料。几人签订
的调解协议免除了东男对东大爷提供生活上
的照料、精神上慰藉的法定义务，属于无效条
款。因而，东男在照料父亲上并没有尽到赡养
义务。

法院认为，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
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
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
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
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
和老年人的意愿。”东女虽然在五指山市有固
定居所，但远嫁到河南，同时其已患重病，客观
上已经不能再照顾东大爷，东妹也远嫁四川且

长年在外打工，东大爷年事已高，不适合在外
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故由东妹照顾确实不
妥。因此，东大爷要求东男照料其日常起居、
一起生活的要求，更符合东大爷的实际情况。
东女和东妹不能照顾东大爷的生活，但是可以
从经济上对东大爷给予补偿。在庭审中，东女
和东妹提出，愿意每月支付赡养费500元，结
合五指山地区生活水平以及东大爷每月有近
3000元的退休工资，五指山法院同意东女和
东妹每月各支付500元赡养费的主张。

五指山法院当庭判决，东男在判决生效
之日起立即把东大爷接到东男居住地，由东
男对东大爷进行生活照料，东女和东妹每月
各给付东大爷赡养费500元。东男、东女和
东妹当庭都表示会遵守判决结果。至此，东
大爷一家的家庭风波得以平息，亲情关系得
以回归和谐。

法院判决：调解协议免除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法定义务无效

律师说法：不赡养老人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承担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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