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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态

追债无果的王女士先后花
24万元找“有硬关系的律师”帮
忙立案追债，不料被骗。近日，
这起以“帮打官司”为名的诈骗
案在北京石景山法院宣判，被
告人徐某获刑3年6个月，并处
罚金3万元。其家人代其赔偿

王女士的经济损失。
法官提醒：用法律途径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时，当事人应采
取线上或线下方式依法立案，
通过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或网
上诉讼服务平台查询立案情况
及案件诉讼进度。此外，法院
收取诉讼费会开具诉讼费交款
通知书，钱款均由法院对公账户
收取，当事人应擦亮眼睛，提防
掉入“帮打官司”的诈骗陷阱。

刘惠（摘自《老人报》）

小心“帮打官司”诈骗陷阱

近日，重庆的老陈称，
女儿强迫他和老伴儿住养
老院。老陈觉得住养老院
吃不好睡不好，如今想搬
出去，却遭到女儿拒绝。

88岁的老陈称，他和
老伴儿每个月的退休工资
加起来有12000元，原来
有一栋房子，住进养老院
后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女
儿。女儿陈女士则表示，
自己是独生子女，既要上
班，又要照顾孩子，两个老
人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
一个坐在轮椅上，她根本
照顾不过来。

孩子有权利要求父母
住养老院吗？今日头条认
证律师@颜回说法介绍：
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陈女士作为成年子女，不
能以自己系独生子女为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老年
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
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
为基础，家庭成员应当尊
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老陈和老伴儿有独立的房
屋，所以他可以选择居家

养老，女儿不得拒绝。《老年
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规
定，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
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
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
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委托他
人或者养老机构等照料。
因为老陈和老伴儿生活不
能完全自理，女儿又无法亲
自照料，可以送养老机构，
但是应当征得老人同意，不
能强迫。

关于财产如何处置，律
师介绍，《老年人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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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
干涉。如果老陈想自己决
定开支自己的工资，女儿是
无权干涉的，应把工资卡还
给父亲。如果因为陈女士
坚持不同意父母回家养老，
老陈还可以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即把财产交给第三
人，让第三人来抚养自己，
但这会严重影响父女感情，
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这
样做。 （摘自《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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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小心过时的教育理
念毁了你的孩子”的视频最近
引发了很多家长讨论。视频里
介绍了“过度的自我牺牲式育
儿理念”“用别人家孩子激励自
己孩子”“乖孩子就是好孩子”
等例子，一些家长表示，家里老
人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家长
们因此恐慌：老人们过时的教
育理念可能会把孩子带偏。其
实，大可不必。

如果一方面麻烦老人帮忙
看孩子，一方面又不认可他们
的教育方式，那只会导致家庭

矛盾频发，对孩子的成长更加
不利。

而且，老一辈的方法就完
全错了吗？复旦大学家庭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曾说过一
个故事：在她的女儿出生时，
她的婆婆坚持要给孩子按传
统捆“蜡烛包”。接受过新式育
儿教育的沈奕斐完全不能接
受，因为有太多的医生和现代
育儿书籍指出“蜡烛包”会束
缚孩子身体。5年后，她的儿
子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妇产医院
出生，没想到医生也让她给孩

子捆“蜡烛包”。医生还告诉
她，这实际上是在模拟子宫环
境，给孩子安全感，还能减少孩
子发生“惊悸”的情况。沈奕斐
说，其实后来她发现，无论是否
裹“蜡烛包”，她的两个孩子都
成长得很好。

所以说，老人的经验很多
时候也有其合理性，需要年轻
的父母辩证地看问题，不要觉
得老人的做法就是过时的，更
不要因为盲目的紧张和焦虑，
将问题扩大化。

王建平（摘自凤网）

过时的教育理念真会毁孩子吗

“我辛苦帮她带孩子，反而
带出仇来了!”河南洛阳65岁的
谭女士最近一肚子怨气，因为
外孙女只和她亲，女儿“每天阴
阳怪气的”。和谭女士一样，因
为祖孙关系好导致家庭出现摩
擦的情况，不少老人都遇到过。

吐槽 隔辈亲“得

罪”孩子爸妈

谭女士的女儿和女婿工作
忙，外孙女希希（化名）出生后
就由她24小时带着。“外孙女
也和我亲，开口第一个叫的
是‘姥姥’，平时和她妈的话
不多，和我在一起就是个‘话
痨’。”谭女士说，前段时间她
过生日，希希用攒了很久的零
钱，给她买了一个蛋糕。女儿
当场就酸了，说自己的生日希
希都不记得，白生了个女儿。
这样的小事，最近两年越来越
多。谭女士说，为此要小心地
看女儿脸色。

无独有偶，洛阳老城区69
岁的李先生也因8岁的孙子和
自己亲“得罪”了儿子。他说，前
不久，他和儿子起争执，孙子赶
紧把他拦在身后，握着拳头说：
“你不孝顺，敢欺负爷爷，看我不
打你……”儿子气得摔门走了。

调查 七成父母

“难受但理解”

针对隔代争宠现象，走访

洛阳六所中小学、四个社区，约
七成受访父母表示，孩子只亲
祖辈不亲自己，的确有点难受，
不过“也能理解”。也有部分家
长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
为老人的带娃方式有问题。
“我工作忙，婆婆总对孩

子说我‘不顾家’，弄得孩子对
我一点都不亲。”涧西区张女
士说，她女儿敏敏（化名）9岁，
跟着奶奶长大。虽然婆婆照
顾孩子很用心，但说话让人很
不舒服，比如她下班回家后，
婆婆会对孩子说：“快让你妈
抱抱，天天忙得不着家，都快
把你给忘了……”此外，她无
意间还听婆婆对女儿说“你妈
就知道工作，从来不管你”“你
小时候尿布都是我换的”这样
的话。

与张女士不同，孟津区吴
女士说，她和老公常年在外工
作，儿子耀耀（化名）一直由婆
婆带，但她和儿子的感情非常
好，“这完全是我婆婆教得
好”“为让我和孩子没有距离
感，婆婆每天提醒孩子和我视
频，一聊就是20分钟……”

建议 再疼孙辈也

要掌握分寸

“孩子亲祖辈的现象很常
见，作为父母没必要较真。”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素霞表
示，孩子不亲父母不代表不爱

父母，而是祖辈陪伴的时间更
久，对他们的生活更了解，所
以，他们对祖辈的依恋性更
强。这种现象等到孩子15岁
左右就会逐渐消失。
“但祖辈和父母仍要注意

对孩子进行引导，尽量不让他
们缺失任何一方的爱。”洛阳市
定鼎门小学副校长李君说。对
于祖辈来说，再疼孙辈也要掌
握分寸，不要觉得孩子是自己
带大的就该和自己最亲，尤其
不要说“你爸妈不要你了”之类
的话。照顾孙辈时切忌大包大
揽，也要让父母有机会尽责
任。当父母长期不在孩子身
边，祖辈要告诉孩子，父母是
最爱他的，帮忙建立亲子依恋
关系。

孩子父母也要体谅老人带
孩子的辛苦，同时创造条件增
加陪伴孩子的时间。

（摘自《洛阳晚报》）

祖孙关系好 妈妈吃醋

近日，浙江网友小李在网
上吐槽：“外地的爷爷过世，我
想请丧假回去奔丧，却被单位
告知，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去
世不能请丧假，只能请年假或
事假。”最后，小李因为事假时
间有限，只能下夜班连夜赶去
外地，第二天仪式结束又匆匆
赶回。劳心劳神也就罢了，最
闹心的还是不少亲属对此表示
不理解，甚至在背地里说他冷
漠不孝。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
人认为公司执行的是现有的有
关规定，有人表示这不符合传
统的情理。

根据《关于国有企业职工
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
知》规定，职工本人结婚或职工

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子
女）死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由本单位行政领导批准，酌
情给予一至三天的婚丧假。江
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律师吕
金艳表示，此规定出台时间较
为久远，她建议扩大覆盖范围，
将直系亲属扩大为近亲属，把
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
包含在内。

据了解，在江苏，丧假范围
中认定为直系亲属范围的有父
母、子女、配偶、岳父母、公婆。
在实际操作中，也有不少单位
将祖辈去世列入职工可享受的
丧假范围。南京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周长征表示：“这是由单位
自行规定的，建议单位人性化
处理。” （摘自《华商报》）

爷爷过世 小伙儿请不到丧假遭埋怨

只因女儿30多岁未嫁，自
己就感觉到低人一等，甚至得
了抑郁症。这件发生在江苏淮
安市赵女士身上的事，最近在
网上引发争论。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老年人其实不认同赵
女士的做法与观点。

催婚不成，确诊抑郁症

淮安的赵女士今年59岁，
自退休后一直忙碌30多岁女
儿的婚事，却一直没有进展。
她常和女儿发生争吵、冷战。
久而久之，她变得自卑又自责，
终日以泪洗面：“感觉到低人一
等，活得不如别人。”最近，她被
确诊为抑郁症，不得不到医院
治疗。

对于赵女士这件事，江西
赣州 63岁的曹扬勇有话说。
也是因为女儿一直没结婚，以
前，在亲朋好友问起时，曹扬
勇自觉面子上过不去。因为多
次催婚，父女之间也曾发生争
吵。后来，曹扬勇开始反思：
人有必要因为自己的“面子”，
把家庭关系弄得那么紧张
吗？子女早已成年，应该为自
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于是，曹

扬勇调整心态，学着尊重女
儿的想法，父女关系缓和了
不少。

部分老人爱“拼”子女

湖南娄底70岁的谢卓琴
表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不少
矛盾都因“面子问题”引起。记
者发现，部分老年人喜欢把子
女的一些事与自己的面子“挂
钩”。这其中，除了子女的婚姻
外，还有子女的学历、工作、收
入以及“是否孝顺”等。北京回
龙观医院康复科心理治疗师肖
迅介绍，有些老年人十分关注
儿女是否孝顺，儿女“买了什么
东西”“是否给自己洗衣服”等，
都会与别人比较。

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原
系主任、教授白红光看来，老
年人的面子或是自尊，是由多
个方面构成的，子女是其中的
一部分。白红光表示，除了老
年人自身思想负担过重、过度
沉溺在儿女婚恋问题等可能的
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外部影
响，“邻里互相指指点点，会让
老人产生心理负担。很多好面
子的人，其实是自己跟自己过

不去”。

自己挣的面子才有意义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
中心身心健康管理专家彭国
球对老年朋友提出建议：“自
己的退休生活，是自己能把控
的。至于子女的婚姻、工作、收
入，这些都是自己把控不了
的。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给
子女讲一讲，进行家庭文化的
熏陶，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
多干涉。大多数人都是平平凡
凡过这一生，对子女的要求不
能过于苛刻。”

事实上，以往被老人在意
的“面子问题”，如今正在发生
变化。记者采访发现，大部分
人都认为子女结婚与否，无关
自己面子。广东深圳读者唐
葭英的观点获得不少人点赞，
她表示：“我从不干涉子女婚
姻、家庭等问题，我认为这些事
应该与父母关系不大，子女自
有安排。再说，靠子女挣来的
这些面子有意思吗？安排好自
己的生活，自己挣的面子才有
意义。”
刘祺力（摘自《快乐老人报》）

啥面子呀 那是子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