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95岁男
子伯特·艾德林
去年 2月摔倒。
当时，医生告诉
他的家人，艾德
林或许永远不能再走路了。为
了给外公增加康复的动力，外
孙女瑞秋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婚

礼，成为婚礼上的
“花童”。经过1
年多的恢复，艾德
林如愿出现在外
孙女的婚礼上。

这位“撒花爷爷”祝福新人的场
景被拍下，感动了不少网友。

（摘自《都市快报》）

95岁外公当婚礼“花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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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法院近日审理
了一起房产赠与纠纷案。北京
八十多岁的周先生20年前将
承租的公房转给女儿，如今，身
患癌症的他却被女儿告上法
院，要将他扫地出门。原因是
自己再婚后，女儿认为再婚配
偶的子女也有赡养义务，此后
她不但不赡养自己，还和自己
断了联系。

法院审理认为，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
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赡养人应
遵从老人的意愿，妥善安排其
住房。法院故不支持周先生女
儿的诉求。

北京市西城法院综合审判
庭赵凯法官说，老年人处置房
产要谨慎，考虑要周全。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老人将房产赠
与子女，在过户前还可以撤销
赠与。但房屋产权一旦转移登
记在子女名下，老人就丧失了
任意撤销权。如确需将房产赠
与或转让给子女，可参考以下
方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首先，如果老人赠与房
产，但仍想保留自己的居住
权，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
是好途径。老年人在处置房
产时，可与子孙再签个居住权
合同，约定房产赠与子女，但老

人仍享有房子的居住权，并向
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居住权登
记。这样做还可限制子女擅自
转让房产。

其次，如果老年人对接受赠
与的子女有赡养要求，可签订附
义务赠与合同。一旦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或未达到双方的约
定，老人可要求子女依合同履
行赡养义务，或依民法典的规
定，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之日起一年内撤销赠与。

最后，老人将房产赠与子
女，务必要以书面的形式将双
方转移房产的动机、有无附加
义务和其他约定写清楚，双方
要签白纸黑字、权责清晰的协
议。这是日后一旦发生纠纷，
还原事实及衡量双方是否履行
义务的重要证据。同时，在与
子女订立居住权合同或附义务
赠与合同时，还可以参考经济
类合同，将违约责任写清楚。
比如，受赠人未保证赠与人的
居住权，或者受赠人未尽到协
议约定的义务时，需将房产过
户到赠与人名下。

（摘自《北京晚报》）

房产转至子女名下要留书面协议

2个小时简陋服务，收取
13800元天价殡葬费，还把亲
人去世说成“挺高兴的事儿”，
把送别亲人当成“打发”。父亲
在北京医治无效不幸去世后，
江苏小伙阿冉和母亲遭遇天价
殡葬骗局。

“殡仪馆”撵着他们去火化

阿冉在北京工作，他把患
胃癌的父亲接到北京看病，虽
辗转数家医院，但为时已晚。6
月11日凌晨1点50分左右，其
父亲不幸离世。接到母亲的电
话，阿冉凌晨 2点半赶到医
院。母亲告诉他，医院不让放
遗体，殡仪馆马上会来人拉遗
体。阿冉给父亲开了死亡证
明，等到再回来，父亲的遗体已
经被“殡仪馆”放进棺材后送进
灵车。他埋怨母亲为什么不等
他回来，母亲说护工和“殡仪
馆”一直撵他们走。

自称“殡仪馆”工作人员的
人告诉阿冉母亲，殡仪馆资源
紧张，外地人更难办理。阿冉
母亲害怕“殡仪馆”不收她丈夫
这个外地人，就把钱先付了，一
共13800元。按照“殡仪馆”的

说法，费用包括护灵、遗体整
容、抬棺、黑纱、摔盆等项目，属
于“全包”。

他和母亲给“殡仪馆”“小
张”打电话，要费用清单，但“小
张”让运灵的“老杨”跟他说。
老杨表示，“到了殡仪馆都有
的”。阿冉问他是哪家殡仪馆，
老杨说大兴殡仪馆。老杨又提
到火化时间，说得当天早上6
点半之前火化，如果8点钟去
办，一天都不一定办完流程。

到大兴殡仪馆，老杨把阿
冉叫进灵车，说火化费和灵位
等不在 13800元里。阿冉起
疑，问他是不是殡仪馆工作人
员。老杨这时说，他不是。之
后，阿冉以为还会有葬礼等服
务，可情况与他想的不一样。
而且殡仪馆根本没有资源紧
张，7点多就办完了火化流程。

收费和服务内容对不上

看着父亲的棺椁被推进火
化间，阿冉陷入悲痛。老杨这
时想溜走，阿冉拽住他，要求提
供费用清单。老杨手写了一个
清单：其中包括净身穿衣1000
元、灵车1500元、木棺1800元、

尸体袋150元、棺罩150元、高
档西装 4600元、高档骨灰盒
4600元，共计13800元。

看到清单，阿冉要求解释
为何没有之前说的殡葬服务。
直到这时，阿冉才知道，这个所
谓“殡仪馆”，是医院护工老李
私下提供的。

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对方
返还了阿冉5000元。老杨退
款时，阿冉注意到他的微信支
付名称是“老杨寿衣店”。他在
地图上查到这家店的位置和电
话号码，发现正是开灵车的老
杨的号码。

之后阿冉返回医院，找到
提供“殡仪馆电话”的护工老
李。老李声称遛弯时看到电线
杆子上有这个“殡仪馆”的小广
告，把电话抄了下来，当时出于
好心，就介绍给了阿冉母亲。
护工主管为了调查老李和“假
殡仪馆”有没有利益往来，还查
了他的通话记录和转账记录，
没有发现小张和老杨的信息。

护工主管拨通了“假殡仪
馆”的电话，他要求对方再退给
阿冉3000元。老杨寿衣店的
收费从此前的13800元，变成

了5800元。

和骗子磕到底

阿冉拨打 12315投诉电
话，一小时后，他接到了老杨的
电话，老杨说自己只是代老板
（小张）收这13800元的费用，
可以全部退款，要求让他撤销
投诉。阿冉拒绝。

之后，小张打电话来道歉，
并且说：“你爸火化了都挺高兴
的，把你爸也打发走了，别搞事
儿了。”听到这些，阿冉很生气。

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给
阿冉来电话，他们调查发现，老
杨寿衣店不具备殡葬服务资
质，只是一个卖殡葬用品的商
店，但其不仅进行殡葬服务，还
收取远高于市场价的费用。16
日北京市丰台区民政局表示，
已对此事立案，正在调查。

回顾此事，阿冉说，最重要
是要相信正规殡仪馆。他如果
事先了解清楚，就不会出现这
场悲剧。阿冉说，死者尊严是
大事，总要有人跟这群黑心人
死磕，“从我的角度来说，这也
是对我爸一个交代”。

（摘自《扬子晚报》）

父亲去世 儿子陷天价殡葬费骗局
6月15日，最高

人民法院对外发布反
家暴十大典型案例
（2023年）。其中一起
案例显示，一位母亲
为保护术后的儿子免
受严重伤害，用水果
刀将施暴的丈夫刺成
重伤。法院宣告，母
亲无罪。

案情显示，邱某
某（女）和张某甲（男）
案发时系夫妻关系，
因感情不和、长期遭
受家庭暴力而处于分
居状态。二人之子张
某乙9岁，右耳先天
畸形伴听力损害，经
三次手术治疗，取自
体肋软骨重建右耳
廓，于 2019年 6月 5
日出院。同年7月2
日晚，邱某某与张某
甲多次为离婚问题发
生争执纠缠。次日凌
晨1时许，张某甲到邱某某和张
某乙的住所再次进行滋扰，并对
邱某某进行辱骂、殴打，后又将张
某乙按在床上，跪压其双腿，用拳
击打张某乙的臀部，致其哭喊挣
扎。邱某某为防止张某乙术耳受
损，徒手制止无果后，情急中拿起
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甲背部连刺
三刀致其受伤。邱某某遂立即骑
电动车将张某甲送医救治。经鉴
定，张某甲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检察机关以邱某某犯故意伤
害罪提起公诉。本案中，为防止
张某乙的再造耳廓受损，邱某某
在徒手制止张某甲暴力侵害未果
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张某甲
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同
时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
的危险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
手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应当
认定邱某某的正当防卫行为未超
过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法
院依法宣告邱某某无罪。

（摘自《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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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料造“航母”
湖南湘潭71岁的欧阳井岗

打造了一艘“航空母舰”，近1.2米
长的船体，甲板上逼真的“战斗
机”，让人深受震撼。

欧阳井岗从小就对航空航海
模型很感兴趣。成年后，他最初
在工厂工作，后在湘潭市航模协
会从事青少年科技模型教育，兴
趣爱好与工作内容无缝衔接。
2015年退休后，他依然保留着这
项爱好。他曾制作了唐兴桥、城
正街等以湘潭人文景观为主题的
200多件瓶装微缩景观，用废旧
材料定格湘潭记忆。

前不久，他突发奇想，想做一
艘航空母舰模型。参考网上已公
布的“辽宁”舰图纸，再找来一些
废弃PVC板等，就开工了。约20
天后，航空母舰模型全面竣工，欧
阳井岗将它命名为“湖南号”，以
表达自己的一种美好愿望。

满延坤（摘自《岳阳晚报》）

5月初，流浪汉
刘彦弘被河北省枣
强县大营镇的主播
发现时，就睡在马路
中间。白天，他支起
一块黑板，上面写
着：湖北水电工程学
院（学士）毕业，河南
科技大学（硕士）结
业，辅导中小学英
语，小学5元/小时，
初中10元/小时，高
中15元/小时。

刘 彦 弘 生 于
1964年，以前在技校
当过英语老师。从
他研究生室友处得
知，他本科就读于葛
洲坝水电工程学院
（现为武汉水利电力
大学），1987年在洛
阳工学院（现河南科
技大学）读研3年。

一开始，这位流
浪汉无人理会，一位

经营超市的主播，拍下他用扁
担挑着行李走路的视频，流量
不知怎么就起来了。越来越多
的主播把直播镜头对准他，越
来越多的孩子成为他的学生。

刘彦弘表弟称，上一次见
到刘彦弘还是二十多年前。刘
彦弘老家在湖北一县城，父母
是医务工作者，他有一个妹妹
十几岁因病去世，他很喜欢这
个妹妹，“可能此事埋了一点伏
笔，造成他对父亲有点恨意”。
刘彦弘研究生毕业后性情大
变，总把自己关家里，后来他和
父亲大闹一场，从此二人水火
不容。 （摘自《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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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河南省开封市板桥社
区的张自中是街坊四邻称赞的
“大孝子”。今年64岁的张自
中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父母，还
摸索出了哄老人开心的“诀
窍”——夸。
“妈，芹菜择好了没有？再

帮我剥几瓣蒜啊。”这天，张自
中一边做午饭，一边“指挥”老

母亲帮他干活。张自中介绍，
86岁的母亲操劳惯了，“让她
干活她就高兴”。摸透了母亲
的脾气，张自中平时会鼓励母
亲做一些劳动强度不大的家
务活。
“菜择得真干净，还是俺妈

能干。”接过母亲递过来的菜，
张自中和母亲打趣道，老太太

瞬间被逗得呵呵笑起来。“前几
年俺爸还在的时候，家里更热
闹。”张自中说，小孩需要夸，老
人也一样。母亲自己洗袜子，
张自中会说“俺妈洗得真干净，
这个老太太不简单”。老人帮
忙干活了，张自中会说“还是俺
妈能干”，老人听了会很高兴。

（摘自《汴梁晚报》）

64岁儿子照顾86岁母亲 秘诀是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