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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东苑小区楼组长张爱萍

美食串起邻里情

在法宣活动中，我们遇到一位
咨询者，由于案例比较典型，故整
理出来，以供大家探讨。

李女士反映：从我出生开始，
父母因为我是女孩就不重视我。我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父母有时一年
也不来看我一次，平时生活和学习
上的花费都由爷爷奶奶承担，父母
从未给过钱，没有对我尽到抚养义
务。现在我工作了，父母却开始向
我要钱，让我赡养他们。我想知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义务赡养他
们吗？

律师释法：

一 、父母有过错 ，子女可以不

赡养吗？

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
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宪
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成年子女有
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
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
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
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
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子女不能
以父母是否对自己履行抚养教育
义务而作为其履行赡养父母义务
的前提条件。子女赡养父母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
种道德，更是一种法律责任。不能
因父母曾经有过错而拒绝赡养的
义务，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二、以下几种情景子女可否对

父母不尽赡养义务？

1.以“分家析产”为条件。这一
说法毫无根据，老人为家庭作一辈
子的贡献，在他们年老体衰时，理
应得子女在精神上的尊敬和生活
上的照顾，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和法
律的必然要求。而且作为一项法定
义务，它不得免除，以“分家析产”

作为赡养老人的条件，是不能得到
法律上的承认的。

2.有些子女在幼年时，他们的
父母因无经济能力，或者其他客观
原因，无法对子女尽抚养教育的义
务，这些子女成年后，以此为由拒不
赡养老人，这也是不对的。婚姻法为
父母子女间规定了互相抚养的对等
的权利义务，并不是说这两个权利
是必须对应的，子女也不能将父母
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作为自己履行
赡养父母义务的前提。而且，父母因
客观困难而不能抚养子女时，他们
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只要条件许
可，他们还是会尽抚养教育其子女
的义务的。所以，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义务变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3. 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关
系。他们之间不存在血缘联系，他
们之间的民事责任不是天然产生，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第二十一条：
父母与子女，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
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
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子
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
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
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
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第二十
七条：继父母与继子女，继父母与
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继父
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
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4. 父母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
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给子女造成
心灵上的伤害，子女成年后，因为
这一原因不愿意赡养其父母。对于
这些子女，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
即使父母有过错，也不能作为免除
赡养义务的原因。子女应当赡养需

要赡养的父母。但父母对子女犯有
严重伤害子女感情和身心健康的
罪行的，原则上丧失要求被害子女
赡养的权利。这些情形包括：父母
犯有杀害子女罪行的；父亲奸污女
儿的，及父母犯虐待、遗弃子女罪
的，由于父母这些重大过错，事实
上已彻底割裂了子女与父母和情
感联系，违背了父母子女关系伦理
要求。外国法律将为这些行为作为
丧失亲权的原因。我国法律没有亲
权的有关规定，但是对这类行为，
司法实践中认为足以构成父母丧
失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

法律知识拓展：

赡养老人的义务有哪些？

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对
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
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
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
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
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
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

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
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
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
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
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
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
了抚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

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
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
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外音：

常言道，“你养我小，我养你
老”，羊跪乳、鸦反哺，养育之恩怎
敢忘。但在现实生活中总会出现种
种无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
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事，父母犯错误
也是正常的，但子女不能因为曾经
的过错而拒绝赡养老人，这是于情
于理于法都不合的。只是希望天底
下多些尽责的父母，多点尽孝的子
女。家庭中人与人相处要多点宽容
和担当，让家充满爱，让社会更和
谐。 （镇司法所 供稿）

□记者 刘皓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食物可以说是人与
人之间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即使是素不相识
的人们，同坐在一张饭桌上，在觥筹交错间，在
谈笑风生间，便培养出了友情。虹桥镇东苑小区
楼组长张爱萍很早就深谙了这个道理， 她用一
道道美食，串起了和谐邻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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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映地址：虹桥镇文体中心（万源路 2800 号 2 楼小剧场）

放映排片表：每周一、三、五上午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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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飞 黄俊鹏

李 畅 郝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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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铭 苗 青

上户彩 斋藤工

朱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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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荣达

徐啸力

李万兴

梁田未

柯宙

童江南

贺梦凡

Olivier Treiner

桑吉·古普塔

李艳杰

何明

西谷弘

周艺华

放映时间
12月 2 日 周 一

12 月 4 日周三

12 月 6 日周五

12 月 9 日周一

12 月 11 日周三

12 月 13 日周五

12 月 16 日周一

12 月 18 日周三

12 月 20 日周五

12 月 23 日周一

12 月 25 日周三

12月 27 日周五

12 月 30 日周一

片名
《消失的罪证》

《荒城纪》

《谁开的枪》

《起点》

《理想之路》

《冷恋时代》

《英雄无悔》

《调音师》

《无所不能》

《猎袭》

《引战》

《昼颜》

《巅峰战士》

父母未尽抚养子女义务，子女需承担赡养义务吗

“有一句话叫做‘抓住一个男
人就要抓住他的胃’，同理，管好小
区，就要管好阿姨妈妈们的菜篮
子。”张爱萍打趣地说。“阿姨妈妈
们退休后，最关心的就是菜篮子，
每天讨论得最多的就是买什么菜，
烧什么菜。”买菜、烧菜都是张爱萍
的拿手好戏。她喜欢烧菜，一个青
菜就能研究出好几种烧法。退休
后，她将自己的这一身本事在社区
中发挥出来，与小区居民同做美
食、品尝美味、分享快乐，演绎出动
人的邻里情。
2005年左右，张爱萍牵头创建

了“美厨汇”楼道。每到春节、端午、
中秋这样的节日，就是小区居民、

居委会工作人员、业委会成员在张
爱萍家相聚的日子，大家一起做美
食唠家常，谈论小区治理⋯⋯
张爱萍能创建“美厨汇”楼道，

不仅仅是因为她擅长烧菜，更重要
的是她多年热心小区事务，得到了
居民们的一致认可。
今年 68 岁的张爱萍向来是个

热心人。在搬到虹桥镇之前就是社
区里的有名的“老娘舅”。谁家夫
妻吵架了，邻里发生摩擦了，都会
去找张阿姨评评理。
2001年，张爱萍一家搬到虹桥

镇东苑小区。刚安顿下来，居委书
记就带着几个青年干部上门来走
访。大家都有亲切感，一下子就熟

络了。临走前，居委书记说了一句：
以后小区事务要请您多多帮忙啊！
“没问题！”张爱萍爽快地答应道。

2002年，张爱萍成为小区的大
组长。“居委会这么信任我，我要第
一时间了解小区的情况。”那时，东
苑小区刚刚建成入住不久，通过走
访排摸发现，小区住户来自四面八
方，外来住户关起自家大门，本地
居民聚在一起打麻将，大家交流甚
少。
张爱萍一边走访一边做大家

的工作：“远亲不如近邻！要打开家
门，广交朋友。”“不能一直打麻将，
不如出来跳舞、打拳吧！”就这样，
张爱萍牵头组建了小区第一支舞

蹈队———东苑舞蹈队，随着队伍的
壮大，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其中。
2004年左右，小区业委会成立

了，张爱萍被推举为业委会主任。
为了不辜负业主们的信任，她通过
翻阅资料，走访学习等方法给自己
补课。她相信，只要抱着真心、公
心、热心，就能把一件事做好。在居
委会的指导下，居委、业委会、社区
民警“三位一体”监督物业，全心全
意为业主服务。物业也尽心尽力，
十几年来相安无事。一直到 2016
年，因上有 88 岁的婆婆、下有 2 岁
的孙子需要照顾，加上自己年纪也
大了，张爱萍便辞去了业委会工
作，面对居民们的百般挽留，她说：
“我虽然不做业委会主任了，但会
一直关注小区，关注我们共同的
家。”
也就是在担任大组长和业委会

主任期间，小区居民到张爱萍家里
商量事情时，吃到她烧的菜。一传
十，十传百，张爱萍烧得一手好菜的
事在小区里传开了。开始有人向她
请教烧菜技巧，有时张爱萍出门买
菜，大家也拿着菜篮子跟着她一起
买。一次，一位姐妹跟着张爱萍买了
一条鱼，走到家门口才反应过来：
“鱼是买了，可我也不会烧，干脆把

菜拎到你家烧吧？”“那还不简单，
走吧！”这是大家的第一次聚餐。从
那以后，越来越多的居民到张爱萍
家“蹭饭”，她的拿手好菜咸鸡、牛
奶馒头、馄饨等广受好评。慢慢地，
张爱萍萌生了定期把大家组织起
来，一起品尝美食的想法，“美食
汇”楼道也因此应运而生。
为了做好师傅，传递舌尖上的

邻里情，张爱萍不忘时常给自己
“充电”，她买了不少美食书籍，一
有空就开始学习钻研。平时在家烧
菜，也不忘拍照发到小区微信群，并
把配料、烧法告诉大家。张爱萍楼
下的住户、84 岁的孔阿婆最爱吃的
就是张爱萍做的牛奶馒头。“她每
次做馒头包饺子，总会给我送一点
来，搬到这边十几年，我也吃了十几
年。”孔阿婆说，张爱萍有时还会帮
自己买买菜，平时不管有什么活动，
包粽子、做腊八粥、饺子，张爱萍总
归会叫上自家。同样是小区大组长
的张永思说，爱萍总是那样大公无
私，热心助人。“认识她，我觉得很
幸福。”
“人与人之间，特别是邻里之

间，一定要和睦，社区才会和谐。”
张爱萍说，而美食，则是她将邻里之
间连接起来的纽带。

最美 掌 门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