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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聚焦

和事佬上阵

和事佬有话说

（本文
所涉当事人
除调解员外
均为化名）

经过上一次接触，吕国校知道陆阿姨的

做法已经让婆媳缘尽，要想让双方和好如初

已是不可能，因此，解决矛盾的关键就在于

张女士要求返还的赡养费以及如何合理分配

拆迁款。

几个月后，吕国校考虑到双方已经过一

段时间冷静，就主动电话联系张女士、陆阿

姨以及陆阿姨的儿子来调委会再次协商解决

问题。

“孩子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张

女士和婆婆不是直系母女关系，从法律上来

说，没有明文规定儿媳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吕国校吸取第一次调解的经验，直接通过法

理将情况说于陆阿姨知晓，“赡养是在血缘和

抚养关系的基础上成立的一种回报式的义

务。赡养的含义基本上符合我们通常说的孝

顺，在我国法律中，没有公婆对儿媳的抚养

义务，也无儿媳对公婆的赡养义务。与之相

反，徐阿姨的三个亲生儿子并不能因为母亲

改嫁就不承担相应的赡养义务。”

听了一番解析的陆阿姨若有所思，没有

提出异议。

“调解员，我回去也想了很久，陆阿姨现

在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这些年我做生意赚

了些钱，生活还算宽裕，我想公公也希望陆

阿姨可以安享晚年，之前的赡养费我可以不

再追究。”听了调解员的一番法律解析，张女

士下了决心，“但是她说的话让我难以释怀，

以后就让她自己的儿子照顾她吧，我就不插

手了。”

陆阿姨听到儿媳要断绝关系并不再赡养

自己，禁不住掉下了眼泪。“我心里也知道儿

媳这些年把我照顾得很好，基本没让儿子们

操过什么心，但我是一个做母亲的，总有私

心要为孩子们争取点什么。之前是我鬼迷心

窍，说了那些不着边的话，我赔不是。”

对于陆阿姨的儿子，吕国校则强调，子

女对父母的赡养是法定义务，不论老人再婚

与否，子女都要尽赡养义务。面对大度的张

女士，受了教育的三个儿子对自己先前的不

管不顾行为羞愧难当，表示以后一定尽心照

顾母亲。

吕国校说，至于拆迁款，也不存在陆阿

姨说的她自己独占的可能，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陆阿姨和张女士两人可均等分配相关拆

迁款项。

经过几轮的说法明理，当天，双方就在

调解协议书上签了字。陆阿姨最终拿出5万

元作为对儿媳的补偿，之后陆阿姨的一切生

活均由三个儿子负责。两人也根据相关政

策，平均分配到了拆迁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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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对婆媳九不和。”婆媳关系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世纪难题，让不少女性深受困扰，而家

住杭州萧山的张女士却恰恰相反，前后和两任婆

婆都处得十分融洽。周围人都觉得张女士是个幸

运儿，不用被婆媳矛盾困扰。可是谁也没想到，这

只是浮于表象的和谐，因为一场征迁，“后”婆婆和

她翻了脸……

人生一波三折的儿媳
悉心照料孤身“后”婆婆

2005年，张女士嫁到了同在萧山的李

家，丈夫李某与公公一起勤勤恳恳办厂，生

活上也对张女士照顾有加。次年，张女士

就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得有滋有味。

“当时觉得自己很幸运，嫁了这么好的

人家，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张女士回忆说。

可是好景不长，当张女士还沉浸在初

为人母的喜悦中时，张女士的婆婆就因病

去世了。为了能让公公尽快从悲伤中走出

来，张女士和丈夫张罗着为公公重新找一

个老伴儿。邻村的陆阿姨早年丧夫，膝下

育有三个儿子，张女士觉得和自家情况差

不多，便把陆阿姨介绍给了公公。陆阿姨

见李家经济状况不错，张女士的公公也对

自己千依百顺，于是两人就结成了半路夫

妻，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又步入了正轨。

本想着解决好了公公的“终身大事”,

一家人就能其乐融融，谁曾想，张女士却遭

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丈夫和公公在一

次外出谈生意的途中遭遇车祸，两人在同

一天去世了，“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但是

我不能倒下。”

这个家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张女士的

肩上，她一边要照顾尚未成年的孩子和身

体每况愈下的“后”婆婆，一边还要盯着厂

子里的生意。

好不容易熬到女儿成家立业，张女士

也攒够了钱在城区买房搬离了老家，把老

房子留给了“后”婆婆单独居住。张女士不

仅每个月时不时回来看望她，还支付了全

部生活费。这样和谐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今

年街道征迁，“后”婆婆陆阿姨一下子对张

女士翻了脸，警告张女士拆迁赔偿款跟她

没关系，让她不要打主意。

张女士顿时觉得心灰意冷，自己十多

年对婆婆的尽孝却换来婆婆对自己的防

备，“老家说到底是我老公的家，陆阿姨自

己还有三个儿子，不能就这样给了外人。”

考虑到种种情况，张女士迫不得已找到了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希望能够解开“后”

婆婆对自己的误解。

本案中，张女士对“后”婆婆并没有赡养义务，但出于责任心和孝心，张女士一直对她照顾有

佳，而她的三个亲生儿子却置身事外。直到临近老房征迁时，陆阿姨说出一番惊人之言彻底伤了

张女士的心。现如今婆媳二人斩断情分，虽然于法合理，但从情理上看，却发人深思。钱财乃身外

之物，家人之间，金钱多少并不重要，真心相待才是最可贵的，家和万事才能兴。

“你命硬，克死了自己丈夫和公公，不配分房子！”
“后”婆婆啊，你是鬼迷心窍还是利令智昏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调解员吕国校决定

先把张女士叫到老家的房子来，双方一起先

聊一聊。为壮声势，陆阿姨把自己的大儿子

也叫了过来。

“这么多年来，我自认为对陆阿姨尽心尽

力，她不用担心没钱花，也不用担心家里的

事情。”一开始，吕国校看“后”婆婆不愿理

人，就让张女士先开了口，“家里两个顶梁柱

没了，厂子和家务都是我在操持，可是一

说到拆迁款，陆阿姨就这么着急和

我划清界限。”

“你命这么硬，克死了自己的丈

夫和公公，我想他们也不愿意把钱分

给你一点。”本以为张女士的一番话能

够唤起一点“后”婆婆对她的情意，没

想到她却语出惊人，一下子激化了双方

的矛盾。

“十多年来是谁起早贪黑在照顾你，

是谁供你吃穿用度，你的

三个儿子管过你几回，你

怎么能用这种话说我。”张女

士哭诉道。

“你现在都搬城里去，现在

房子是我妈在住，她是李家名正言

顺的媳妇，该她得的钱你一分也别想

动”陆阿姨的大儿子跳出来帮腔。

眼见双方越吵越厉害，吕国校劝说道：

“说到底陆阿姨和张女士你们二人之间没有血

缘关系，张女士尽孝这么多年也都是出于本

心的，陆阿姨你要多想想你儿媳是怎么对你

的，一家人不要因为钱财伤了和气。”

然而，一心想着三个儿子利益的陆阿姨

根本不听劝，怎么也不肯让步。

“既然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以后陆阿姨

就让她三个儿子负责吧，我一概不过问了。

之前‘错付’的赡养费也请如数还给我。”张

女士心灰意冷，撂下话就走了，第一次调解

不欢而散。

“后”婆婆扬言儿媳命硬 一朝征迁情分尽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