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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老人权
益，化解家

事纠纷。”七月的午
后，一面承载着满
满谢意的锦旗送进
了龙泉市司法局西
街司法所。锦旗是
一位年近七旬的老
人亲自送来的，前
不久，这位老人身
陷一场遗产继承纠
纷，多亏了人民调
解员及时介入……

离世老人立下遗嘱
调解再现僵局

上个月，龙泉市司法局在重大矛盾纠纷大排查中了
解到徐老伯家的情况，立即请求丽水市司法局指派婚姻
家庭和继承类专家调解员调解此案。

当天，丽水市司法局就从“丽水市人民调解智库”中
指派了市司法局基层处处长李浩、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
律师项黎、龙泉市婚姻家庭纠纷调委会调解员陶学武、龙
泉市龙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余水仁四人组成调解组受
理此案。

在梳理徐老伯的遗产时，调解组发现，其实，徐老伯
对于自己的财产分配早有安排，而且颇费心思。

原来，徐老伯和倪玉花结婚前，就已经早早立下遗
嘱，将自己的婚前房产留给孙子、孙女共同继承，还专门
进行了公证。婚后，徐老伯又自书遗嘱一份，主要内容为
自己身故后，房产及家中一切财产都由其孙子、孙女共同
继承，甚至将国家发放的一次性抚恤金及丧葬费都指定
由孙子、孙女领取。

除此之外，徐老伯还与倪玉花签订了另一份协议书，
明确提出自己去世后，倪玉花必须返回自己的老家……

一条条约定非常详细，一笔笔财产也列举得很清
楚。可以看得出，徐老伯在身故后的遗产处置方面做了
不少准备工作。

可是，一旦按照这些遗嘱和协议来执行，倪玉花除了
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遗属补助外，不仅无法继承徐老伯
的一分钱遗产，还必须搬离现在居住的房子。

“倪玉花本身目不识丁，年纪又这么大了，如今没了
生活来源，又无法继承老伴的遗产，我们都很同情，可是
无能为力。”调解员陶学武表示，因为徐老伯生前所立遗
嘱合法，这场调解也不得不遵循徐老伯的生前意愿。

如此一来，倪玉花的养老问题反而成了调解的最大
难题……

依法公正调解
维护老人继承权益

就在调解再次陷入僵局的时候，调解组经过认真分
析，终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让双方当事人重新回到了调

解桌上。
“徐老伯存折上有一笔4万元的存款是婚姻存续期

间存入，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也就是说，这笔存款中，倪
玉花按继承法律，可以分到三分之二份额。”眼看着重新
调解有了希望，陶学武和其他调解组成员很是兴奋，并
重新制定了调解方案。

按照方案，调解组分头行动，一方走访周边邻居，了
解倪玉花照顾徐老伯的真实情况；另一方从法理角度做
起徐老伯孙子、孙女的思想工作。

从走访情况来看，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倪玉花照
顾徐老伯的日常生活做到了尽心尽力，而且在邻居中的
口碑不错，反而是徐老伯的孙子、孙女因为长期在外工
作，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

有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徐老伯的孙子、孙女对倪玉
花这个继母也彻底打开了心结，“之前她对爷爷的照顾
也确实很体贴。”

眼看着徐老伯的孙子、孙女有了松口的迹象，调解
组又劝说倪玉花要体谅徐老伯孙子、孙女对爷爷去世的
悲痛心情，大家各退一步，早日化解纠纷。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倪玉花的诉求并不高，甚至
远远低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继承份额。但是，调解
组并没有因此忽略倪玉花享有的合法权益，反而是一
边向倪玉花普及法律知识，一边积极帮她维权。

与此同时，调解组还发现，在徐老伯后期写下的遗
嘱和签下的协议中，多次提到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的
分配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漏洞”。

“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是人在过世后才出现的一
笔款项，所以不属于遗产范畴，徐老伯是无权处分的，即
使在遗嘱中出现，也没有法律效力。”陶学武解释说，丧
葬费是用来给过世人办丧事之用，谁垫付了这笔款项，
谁就该得到这笔费用；抚恤金应由过世人的直系亲属分
得且该直系亲属主要依靠过世人生前抚养，对这笔钱处
理可参照遗产处理原则予以分割，倪玉花在10年间履
行了夫妻间互相扶养的义务，按国家法律及相关抚恤政
策理应分得一部分抚恤金。

最终，经过整整一天的努力，双方在僵持了一年后
签下调解协议书，约定4万元存折中2.5万归倪玉花，1.5
万归徐老伯的孙子、孙女；徐老伯一次性抚恤金中1万
也归倪玉花。

如今，倪玉花已经拿到了全部的继承款项，重新安
排起自己的晚年生活。

老伴走了留下遗嘱，竟没有一分钱是她的
调解员以法为据以情为重维护再婚老人继承权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彭博

再婚老伴去世
老人身陷遗产继承纠纷

老人叫倪玉花，今年68岁，是一个忠厚、勤劳的本分
人。年轻的时候，丈夫因意外事故早早离世，她一个人带
着两个儿子一起生活。

2006年，倪玉花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来到徐老伯家
当保姆。当时的徐老伯已经有80岁了，妻子和儿子、儿媳
均已去世，孙子、孙女又在外地工作，日常生活无人照顾。
倪玉花的到来无疑是替徐老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也许是两人有着相同的命运，加上倪玉花的体贴照
顾，徐老伯对倪玉花的印象很不错。没过多久，两人在朝
夕相处中互生好感，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结婚后，倪
玉花对徐老伯的照顾更加精心，加上孙子、孙女时常回来
看望，徐老伯的晚年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就这样，老两
口相扶相持，一过就是10年。

2016年7月，90岁高龄的徐老伯因病去世。
接到消息后，徐老伯的孙子、孙女匆匆赶回老家奔

丧。因为父母去世得早，两人都是由徐老伯一手抚养成
人，爷孙三人的感情异常深厚，徐老伯的离世给了两人非
常大的打击。

正当徐老伯的孙子、孙女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倪
玉花却提出，自己照顾了徐老伯这么多年，如今年纪越来
越大，又没了生活来源，理应分到一部分遗产作为补偿。

这让徐老伯的孙子、孙女非常不满，甚至对倪玉花多
有责怪。原来，徐老伯的孙子、孙女因为亲人突然离世，
情绪无法发泄，加上听信了一些流言，认定徐老伯的去
世与倪玉花疏于照顾有关系，所以对倪玉花这个继祖母
怨念颇深。

“这些遗产我们宁可捐了，也不会让你拿到一分钱。”
对于倪玉花分遗产的想法，徐老伯的孙子、孙女一口回绝。

于是，双方因为遗产继承问题产生的矛盾愈演愈烈。
但是，因为双方始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场矛盾一拖就
是一年。在此期间，徐老伯的存款也只能冻结在银行里，
而倪玉花却因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多次到当地政府反映情
况，但均以协商未果告终。

依法调解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案涉及老年人再婚后的遗产处理，家庭关系等一

系列问题，在社会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案件的焦点在于遗产继承及抚恤金分配，本案中既

有徐老伯的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还有签订的各类协议
书。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既尊重了法律应有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也体现了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人情味。

尤其是在当事人倪玉花完全不懂法的情况下，调解
员丝毫没有忽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简单平息纠纷了
事，而是积极向当事人普及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继承权，最终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本案调解组成员之一的陶学武认为，以法为据、以
情为重，坚持公平正义，彰显人文关怀，正是人民调解的
魅力所在。

（文中所涉当事人除调解组成员外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