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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态

“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继承
人怎么就不是我一个人了？”浙
江平阳的杨女士日前在平阳县
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时，竟牵
出了22名继承人的案例。对
此结果，杨女士表示疑惑。

迟办过户，房产继承

变复杂

杨女士出生于1994年，其
父于2004年去世，三年后母亲
去世。双亲过世时，留下一套
房产，但均未留下遗嘱。当时
杨女士尚未成年，所以没想到
办理房产更名手续。十多年过
去，房产仍登记在父母名下。

杨女士的奶奶在杨女士父
亲走后的第二年离世。今年杨
女士的爷爷去世后，杨女士才
想到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当
她到平阳公证处咨询继承权公
证时，突然发现事情棘手得超
乎她的想象。

由于杨女士父母双方家庭

成员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公证
员先后画了两次家庭结构图，
才将关系理清楚，并就此发现
除杨女士外，那套她父母留下
的房产还有其他21个继承人，
涉及四代人，年龄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23岁，有本地的，也
有远在武汉、无锡等地的。

22位继承人如何冒出

根据《民法典》规定，死者
如果留有遗嘱，那么首先应该
进行遗嘱继承；如果没有遗嘱、
遗赠，或者遗嘱没有对全部财
产进行处理，那就需要进行法
定继承。

据法律专家介绍，杨女士
的父亲于 2004年死亡，此时
该房产的继承方法为：首先，
房产分给杨女士的母亲 1/2
的份额；其次，其余1/2的份
额由杨女士父亲的第一顺位
法定继承人（杨女士的爷爷、
奶奶、母亲和杨女士共 4个

人）平均分割。那么杨女士以
及爷爷、奶奶分别分得房产的
1/2?1/4=1/8的份额，其母亲
占有1/2+1/8=5/8的份额。

之后，杨女士的奶奶去
世，对于奶奶的1/8的份额，由
奶奶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
继承，其中涉及杨女士当时还
在世的曾祖母、杨女士父亲和
其伯伯们，杨女士的父亲和其
中一个伯伯已去世，便由杨女
士和伯伯的儿子代位继承。
正因为如此，杨女士的房产在
经过将近20年后，共出现22
名继承人。

生前预立遗嘱可解麻烦

据平阳县公证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规定，申请人在办
理公证时，必须提供房屋权属
人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等相关材料。若部分合法继承
人自愿放弃继承权，必须作出
放弃继承财产的意思表示。因

此从理论上来说，杨女士要想
完全继承该房产的话，需要这
些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
承。为此，该县公证处公证员
一边通过容缺机制先行受理，
一边帮忙与杨女士亲戚沟通获
得理解支持，同时特事特办为
不方便回来的亲戚线上办理声
明等方式放弃继承权……经过
一个多月的努力，最终由杨女
士个人成功继承房产。

该县公证处相关负责人提
醒，继承手续务必抓紧办理，像
杨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
另外，该公证处有关人员还建
议，为了让子女更好地继承遗
产，生前进行预立遗嘱也是一
个有效的途径。通过办理公证
遗嘱，立遗嘱人可以有效降低
遗嘱无效的法律风险，以明确
特定继承人的方式，还能破除
错综复杂的继承人关系网，减
少身后纠纷。

（摘自《温州晚报》）

独生女双亲去世后现22个继承者

印度官员抽干水
库找手机惹众怒

近日，印度一名 32岁的食
品检查官拉杰什·维什瓦斯与
朋友去一个小水库野餐，在大
坝上自拍时，其花9.5万印度卢
比（约合8100元人民币）买的手
机掉入水中。

维什瓦斯以手机内储存了
政府敏感数据为由，让附近村民
下水去找。然而，村民们找了两
天，一无所获。于是，他派人用
水泵往外抽水，接下来三天共抽
出约2100立方米的水。依据部
分专家说法，这些水足以在印度
的炎炎夏日灌溉约6平方公里田
地。手机虽然最终回到维什瓦斯
的手中，但因在水中长时间浸泡
已无法使用。

事情曝光后，不少人批评维
什瓦斯浪费水资源。上级部门认
为他“滥用职权寻找手机，未获主
管官员许可就排水，这不可接
受”，予以停职处分。依据美联社
说法，印度是水资源最紧张的国
家之一，多地因极端高温严重缺
水，导致作物歉收、森林火灾多发
和停电。 （摘自《现代快报》）

“妈妈，书上说，水瓶座喜
欢狐狸。你给我买只狐狸好
不好？”广西玉林小学三年级
学生笑笑最近迷上星座，提的
这个要求让妈妈啼笑皆非。
目前，很多小学生尤其是女
生，都和笑笑一样成了“星座
迷”，通过研究星座来了解自
己的性格，有的甚至将星座指
南当成“行为指南”，引发家
长、老师的担忧。
“班上的女生都很喜欢看

各种跟星座有关的图书，我们
发现星座真的很准。”笑笑举
例说，“我和弟弟没办法好好

相处的，因为我是水瓶座，安静
内敛，他是金牛座，性格火爆。
星座不合，所以整天吵架。”

对于现在小学生研究星
座一事，家长黄女士直呼“让
你哭笑不得”。有一个周末，
黄女士和朋友约好一起带孩
子去露营。可无论她如何劝
说，9岁的女儿就是不愿意出
门，理由竟然是“星座指南”提
醒她，今天不适宜外出。
“小孩子缺少辨别能力，把

星座指南当成‘人生信条’，会
不会影响他们的‘三观’？”黄女
士说，她发现有关星座的东西

在小学生中很流行，很多女生
的日常玩具都和星座有关。

对此，玉林市第四人民医
院副院长、国家心理治疗师
黄英民认为，小学生对自己、
世界都充满好奇心，有时遇
到问题不愿向大人求助，这时
就需要一种外界鉴定指导他
们的行为，而星座占卜，恰恰
满足了他们这种需求。黄英
民建议，如果不影响学习、生
活，家长不要扼杀孩子的好奇
心，同时要引导孩子正确全面
认识自己。

（摘自《玉林晚报》）

小学生迷上星座 家长哭笑不得

掐走两枝兰花茎
构成盗窃罪

近日，河南桐柏的金某在网
络上发帖称，2019年4月，妻子夏
某在当地雇主家打临工时，掐走
两枝兰花茎，被以盗窃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2020年
2月，夏某向桐柏县人民法院提
出申诉后被驳回。

金某称，妻子小学辍学几乎
不识字，当时出于好奇从雇主汪
某家两盆兰花中各自掐走一株花
茎回家扦插。当地兰花协会鉴定
其中一盆兰花价值500元至1000
元，另一盆兰花死亡无法鉴定。
“县价格认定中心认定是两盆一
共7万元，我们赔偿了8万元获得
谅解才判了缓刑。两次估价差距
太大，我们不服。”

汪某称，那两盆兰花是事发
前一年他在外地购买的，“买的时
候就花了10多万元。我家里有
两个花棚，里边几千盆兰花，这两
盆是最贵的，摆放在不同位置，她
恰好挑选了最贵的掐，我认为她
是故意为之，并不是单纯的无知
和好奇”。汪某称，其中一盆花在
他照料下一共长出三苗花茎，夏
某掰断带走一苗后，剩下两苗至
今存活情况不良，“另一盆被伤到
了，后来直接枯死了。三株花茎
那一盆，有人花40万元要买，我
都没卖”。

汪某和金某都指责对方与鉴
定方“勾结”，出具了不符合实际
的鉴定意见。汪某称，他报警之
后，后边的程序都是司法机关按
程序处理，“他们不服，可以继续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摘自《华西都市报》）

浙江永康网
友“小小的皇冠”
前些天在一家影
楼挑照片，看见一
幕闹剧。
“一位女士在

影楼大厅闹腾，嚷
嚷着要重拍婚纱
照，否则她就赖着
不走。”网友“小小的
皇冠”介绍，“这位
女士将近60岁，瞧
着不像是准新娘。
后来，我问了店员
才知道，她是准新
娘的未来婆婆。”

原来，这位女
士的儿子和儿媳
拍婚纱照时，没跟
家人商量就自己
做主了。拿到成
品相册时，儿子和
儿媳都很满意，反
倒是这位女士不
高兴了。她看到
儿媳穿了一套白

婚纱，认为白婚纱不吉利，要求
重新拍。婚礼在即，行程本就
紧张，哪里还有空去拍照，儿媳
自然不愿意，又不好当面反驳
婆婆，于是以影楼不肯为借口
搪塞了。没想到，婆婆当了真，
才赶来闹了这么一出。

评论区里，网友们觉得不
可思议：“拍婚纱照穿白婚纱很
普遍呀。”

小小的皇冠：“是啊。我
在旁观时也觉得这婆婆挺
犟。遇上这样的客人，影楼也
很无奈的。”

这事后来怎样了？
小小的皇冠：“婆婆一直不

肯走，影楼无奈打电话通知她
的儿子和儿媳，好说歹说才把
她劝回家去了。”

（摘自《永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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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太太”“全职妈妈”谁
都知道，那你有没有听说过“全
职儿女”？这个新词现在非常
火。有人说，“全职儿女”是一个
新型职业；有人说，这就是新型
啃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全职儿女”成新现象

在许多网络平台上，都能
看到“全职儿女”的身影。社区
网站豆瓣有个名为“全职儿女
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如今已
汇聚了3478名“打工人”。

所谓“全职儿女”，说的是
一些年轻人将父母或祖辈当作
“打工”对象，他们脱产寄居父
母处生活，通过付出一定的劳
动来换取经济支持。“全职儿
女”看似躺平，其实背后隐藏着
就业焦虑。云南临沧27岁的
陈都嘟大学毕业后，曾在成都
从事与房地产相关的工作。受
疫情和房地产下滑的双重影
响，她的收入锐减，压力也越来
越大。今年1月，她索性辞职
回家，做“全职儿女”。陈都嘟
工作后，很少有时间在家陪父
母。如今，她没了工作，但父母

觉得只要她能陪在身边就挺
好。不过，陈都嘟只是将“全职
儿女”当作过渡，“父母不可能
管我一辈子”。她在寻找新的
职业方向。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全职
儿女”都以考研、考公等为目
标，他们中的许多人暂时没有
下一步计划。

七成读者表示“理解”

在过去，寄居父母家、依
靠父母获得生活费的年轻人，
会被直接扣上“啃老”的帽
子。现在，情况似乎在发生变
化。记者在多个读者群进行
调查发现，读者中对“全职儿
女”表示理解的约占73%。湖
北宜昌65岁的刘兴荣认为，年
轻人找工作困难时，选择回家
和父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一
边学习提升自己，一边照顾家
庭，何乐而不为？

也有27%的读者认为，“要
视情况而定”。其中，最大的争
议是这样做没出息，“父母对孩
子的期待，难道就是做‘全职儿
女’照顾自己？”

“全职儿女”应对养老压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表示，“全职儿女”是一
种个体的选择，实际上相当于
父母把家里面请保姆的钱用
在孩子身上。熊丙奇还提到，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今后
可能会有更多年轻人在权衡
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家庭的需
要之后，选择做“全职儿女”。

事实上，对人到中年的第
一代独生子女来说，做“全职儿
女”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生活在江苏一座三线城市的
阿花，原本在便利店工作。作
为“80后”，她需要同时兼顾
包括父母、公婆、自己家在内
的 3个家庭。2022年下半年
后，母亲、婆婆先后生病，请护
工、陪诊、随侍在床……一番
计算后，阿花离职回家成为“全
职女儿”。“老年人的数量在快
速增长，必须有一部分人在家
里照顾老人，不可能个个都是
成龙成凤的，个个都出去。”阿
花说。 刘祺力

（摘自《快乐老人报》）

全职儿女是啃老还是新职业

为科学抱孙大爷
考上育婴师

近日，浙江丽水56岁的陈先
生为科学抱孙考上育婴师。陈先
生说：“预产期是7月份，又是双
胞胎，孩子生下来以后需要照顾，
所以我就去报考了育婴师。”陈先
生每天晚上学习三个小时，坚持
了整整一个月。网友：持证上岗，
科学带孙，为大爷点赞！

（摘自《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