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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继承服务 遗赠抚养协议 宅基地房产纠纷

  2019年3月，芮女士在养老院去世，享年88岁。当
时陪伴在她身边的是其继子小陈。小陈将芮女士去世
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了芮女士的三位亲生子女，即
朱家三兄妹。不料，这个通知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原来，芮女士曾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共育
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芮女士年近六旬时又嫁给了陈
先生，一个双目失明还带着14岁儿子的男人。芮女士
和陈先生、小陈三人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共同生活
了21年。在此期间，陈先生和芮女士购买了地基，建
造了房屋一套，登记在陈先生名下。后来，两人又在
镇上买了一套面积为50平方米的门面房，陈先生将门
面房登记在了芮女士名下。
  2010年10月，陈先生去世时，芮女士已经80岁
了，她提出想去养老院居住。小陈考虑到自己在外地
工作，养老院离家又近，便接受了这一提议。芮女士
入住养老院后，小陈和妻子每周都会探望老人，陪老
人聊天。就这样，芮女士在养老院住了8年直至离
世。这期间，芮女士住养老院的费用、生活费用、医
疗费用全部由小陈承担。
  从芮女士最后一次再嫁直至去世，整整29年间，
朱家三兄妹从未承担过母亲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
朱老大、朱老二甚至从未去探望过母亲，只有朱三妹
偶尔前去，逢年过节会将母亲接回家中照料数月。
  芮女士去世，小陈通知了朱家兄妹三人，跟他们
商量芮女士的后事。小陈还邀请了村上的几位长辈作
见证，商讨后决定，丧葬费用全都由小陈承担。朱家
兄妹三人表示他们既不承担芮女士的丧葬费用，也不
会要芮女士的遗产。就这样，小陈为芮女士料理后
事，当芮女士的身后事尘埃落定，小陈却收到了法院

的开庭传票。原来，朱家三兄妹认为，母亲与继父名
下的两套房屋以及小陈名下的一套拆迁安置房均属于
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依法分割。
  法官接手案件后，意识到这里面有隐情，为此作
了大量的调查。
  芮女士的侄女说：“姑妈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抚
养长大并为他们成家立业，可朱老大与朱老二未曾赡
养过姑妈。”芮女士的侄子说：“姑妈生前曾多次说
过，小陈对她很好。她的身后事就由小陈负责，房屋
也归小陈所有。”陈先生的徒弟说：“师傅去世前，
将我们几名徒弟叫到床前，用录音的方式留下遗嘱。
他和师母名下的两套房子将来都归儿子小陈所有。”
  “芮女士嫁入陈家村，从未听她主动提过与前夫
的生活和子女的情况，也未见有子女来看望过她。”
为此，陈家村29名村民摁了手印，村民委员会出具了
证明。
  “芮女士在养老院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其儿子小陈
缴纳，共合计83600元。”敬老院也出具了相关证明。
  通过多次走访调查以及庭审，案件事实已经
查清。
  关于本案遗产的范围。陈先生和芮女士婚后分别
建造一套房屋、购买一套房屋，且分别登记于陈先生
和芮女士名下，依法应认定为两人的共同财产，其中
芮女士享有的份额为芮女士的遗产。而小陈名下的拆
迁安置房系小陈在父亲去世后自己建造，不属于陈先
生和芮女士的财产，不在遗产范围内。
  关于遗产的分配。根据民法典规定，对被继承人
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
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

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
者少分。本案中，可以确认小陈虽为继子，但其对芮女
士尽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朱三
妹在芮女士入住养老院后履行了一小部分赡养义务，
故依法应当少分遗产。两名亲生儿子，在经济上、生活
上、精神上均未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
  综上，芮女士的遗产依法应由小陈、朱三妹继承
分割，朱老大、朱老二不分财产。在评估两处房产的
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小陈向朱三妹支付遗产份额归并
款15万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
予支持。
  以本案为例，假设芮女士跟陈先生提前订立一份
遗嘱，列明财产清单情况，并指定继子作为继承人，
完全能够解决去世后带来的纠纷。民正遗嘱库是专业
订立遗嘱的法律服务机构，专业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
询、遗嘱订立、遗嘱执行、房产继承等专业为老服务
机构。截至目前，在民正遗嘱库订立的遗嘱无一例无
效，市民订立遗嘱一定要认准专业机构。
  咨询电话：0536—8125353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六8：30—17：30
  中心地址：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新华路交叉口
向西200米路北(潍坊民正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老太再嫁 离世后亲生子女和继子争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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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18年来手写福字送给社区居民、养老院老人和环卫工人

  “2022年快过去了，2023年即将到来。每当岁末之
际，我都会写些福字送给养老院的老人或者环卫工
人。”11月24日，81岁的孙维彬一边说一边伏在床边
的小桌上写字，床上放有不少写好的福字和春联。
  孙维彬告诉记者，2004年，他开始写福字送给身
边的朋友以及邻居。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每年
坚持为社区居民、养老院老人和环卫工人“送福”，
到现在已经18年了。
　　2016年11月，孙维彬像往常一样出门晨练，不曾
想意外发生了，一场车祸导致他的腿部和肩膀发生骨

折。虽然先后做过多次手术，但是腿部伤病仍未能痊
愈，行动十分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家人都曾劝孙维
彬放弃，可他依然没有中断春节送“福”字，坚持在
床上创作。
　　“2020年1月初，当时下着大雪，家人开车带我去
医院检查时，我看到环卫工人冒着风雪在大街上扫
雪，非常不容易。”孙维彬说，这让他触动很深，于
是便萌生给环卫工人“送福”的想法。“当时，我是
一边吃着止疼药，一边写福字，只想尽快写完，让社
区工作人员帮忙把福字送给环卫工人。”

  孙维彬表示，书法是他
的心头好。每天闲来无事，
他便铺开宣纸，拿出笔和墨
书写开来。
  这些年来，孙维彬会根
据节庆日、重大事件进行创
作。他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特别热衷于党史题

材作品的创作。2012年，耗时4
个月的时间，多方搜集资料，认

真构思，创作了一幅18米长的毛主
席诗词书法长卷；2016年，3个月创作

出《长征赞歌》长卷，此卷长达20米、
由31幅小图组成，以赞美长征精神为主
线，承载了让人们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
神的希冀；2022年7月1日，又完成了《中
国共产党章程》100米长卷，充分表达自己
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之情。
　　此外，自2012年开始，孙维彬连续多
年献礼潍坊国际风筝会，利用不同的书画
艺术形式创作长卷。2020年，为助力抗
疫，孙维彬又创作了写有全市97名援鄂医
护人员姓名的《援鄂战疫英雄谱》，并将
其送给了抗疫英雄代表，以表达对逆行者
的崇敬之情。
　　“现在的我，真正做到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了，晚年生活变得充实而多彩。”
孙维彬坦言，他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引更多人学习书法。

晚年生活

变得充实而多彩

  孙维彬（左）和老伴
展示书写的福字。

　 家住奎文区东关街道新华社区的孙
维彬热衷于书法创作，虽已年过八旬，
每年仍坚持免费为居民、环卫工人以及
养老院的老人写福字和春联，至今已有
18年了。此外，他还连续多年献礼潍坊
国际风筝会，创作长卷助力抗疫，不仅
丰富了晚年精神文化生活，还通过自己
的行动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墨香作伴 
八旬老人爱““送送福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