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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恋无果，彩礼不退还”“为规避卖房

税费而假离婚”“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有权决

定谁来住！他是我儿子也不行……”重阳节之

际，昌平法院召开涉老年人婚姻家事纠纷典型

案例新闻通报会，系统梳理了近五年案件的审

理情况及特点，并发布六起典型案例，倡导各

方积极解决涉老年人法律纠纷问题，为他们创

造幸福晚年，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涉老案件

数量持续高位运行，据统计，2019年至2023年

9月，昌平法院共审理涉老年人财产权益民事案

件6304件。其中，继承、分家析产、离婚、赡养

等矛盾纠纷多发，成为困扰不少老人、影响家庭

和谐的烦心事。调研发现，主体“双老化”特征

日趋突出，其中在赡养纠纷中，“老养老”案件占

比15.2%，原被告年龄都较大，存在着两辈人都

需要赡养的难题。同时，高龄老人再婚后离婚

率高达60.1%，这类人群多为搭伙过日子而组

成的“半路夫妻”，存在感情基础薄弱、婚前财产

未理清、子女反对等问题，常常出现“闪婚闪离”

的现象。

在诉求方面，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等非财产

性的诉求也日益显著，特别是“空巢”、离异、丧

偶老年人，他们对子女情感慰藉需求程度增高，

常要求子女对自己进行探望或轮流居家照顾自

己。另外，遗嘱及分家协议无效率较高，根据调

研数据，有近一半的自书遗嘱、分家协议因缺少

要件导致无效。“涉老年人婚姻家事纠纷成因不

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了家庭矛盾、感情纠

葛，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通报会上，昌平法院审

委会专职委员郑维岩介绍道。

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争夺是此类案件多发

的主要原因。在财产的归属、分配和处置问题

上，一些家庭仅采用口头约定，证据意识不强，

有的甚至出现争夺、藏匿老人的现象，导致赡养

纠纷产生。昌平法院提示，应坚持公序良俗原

则，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妥善分配家庭共有财

产，为避免争端可以选择订立分家协议、遗嘱和

遗赠抚养协议，尽量采用书面形式，意思表示真

实，条目形式完备、内容明确，可辅之以相应的

录音录像记录，必要时还可以邀请法律专业人

士协助。此外，亲情关系不能忽视，子女在提供

必要经济支持的基础上，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

需求、情感需求，保障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

生活中，因老年人婚恋问题诱发新的利益

冲突，导致矛盾纠纷产生的案件不在少数。为

此，昌平法院作出法律提示，老年人要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摒弃借婚姻索取财物、高额彩礼等不

良风俗，更不能通谋虚假离婚，违反扰乱市场秩

序。增强法律意识，对于大额经济来往要做到

及时留痕，保存好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证

据，避免让物质成为“感情枷锁”。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

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昌平法院呼吁充分发

挥社区、妇联、民政、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各方力

量，共同搭建资源平台，开展涉老普法宣传教

育，完善涉老诉讼预防机制，妥善化解涉老矛盾

纠纷，为老年人安享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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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等非财产性的诉求增多

近日，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

30余亩油菜花争相绽放，引得大

批市民前来打卡。记者漫步在

花海间的小道上，满眼尽是连绵的金色浪

涛，远处环绕的群山林密景幽，成为油菜花

海天然的撞色背景。

这里的油菜花梯田独树一帜，成片的

金黄点缀着翠绿，覆盖在田野之上，微风徐

来，金浪翻滚、蝶舞蜂飞，可谓初秋独特的

浪漫。“漫步油菜花田，真美！”一位游客一

边拍照一边说。花海的另一侧，年轻夫妇

散步至此，经不住迷人景色的诱惑，走进花

海里，举起手机，为一家人留下了一张金灿

灿的合照。近年来，延寿镇紧扣生态涵养

功能定位，深入挖掘文旅农资源，增加绿色

生态空间，努力打造出高颜值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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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尚颖

30余亩油菜花迎最佳观赏期

“国槐古树被保护得真好！”居民王先生说，

中山东街胜利小区北门外的国槐古树如今已

200多岁“高龄”，进入秋季依然枝繁叶茂，生机

勃勃。记者了解到，此前，为了保护这棵古树，中

山东街在历次大修中，不惜去直取弯，让道于树，

为古树开辟出一片专属保护区。

“我在胜利小区住了好几年，这棵树一

直都在。”王先生表示，自己身为普通居民

也会积极参与保护古树。“每年夏天，我都

会带着孩子来这棵树下乘凉，一晃这么多

年过去了，我和这棵树早就已经有感情

了。”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这棵树承载了

她太多的回忆。

近日，记者来到中山东街胜利小区北门，看

到国槐古树位于胜利小区公交站旁专门为它设

置的绿化带上。古树基座是一圈石质围栏，周

围被绿植环绕，围栏整体用石砖砌成，并在绿化

带四周加装护栏予以保护。古树躯干苍劲挺

拔，成年人一人抱不过来。树干上的红色绸缎

裹了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是附近居民对古树

的感情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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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

为一棵树，挪一条路！
守护200多年“活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