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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老年人维权问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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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 了我国农村老年人权益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 出了维护农村老年人权益的

具体措施
,

对于切实维护农村老年人 的权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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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国的人口 年龄结构已逐步进入老年型

社会
,

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 1
.

3亿左右
。

老年人 口

比重的日益增大无疑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
、

产业结

构
、

养老模式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等带来

一系列影响
。

尤其是在我国农村
,

老年人的权益常常

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 “

老有所养
,

病有所医
”

是共同的

期盼
,

它的解决举足轻重
。

一
、

我国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存在的问题

老年人权益保护的 目标是要实现
“

老有所养
、

老

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乐
” 。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

悠久传统的伟大民族
,

敬老
、

爱老
、

养老是我国的传

统美德
,

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扬光大
。

我国不仅

在宪法
,

而且在刑法
、

婚姻法
、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都对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做出了强制性规定
。

因此
,

敬

老
、

爱老
、

养老不仅是一种道德标准
,

也是一种法律

义务
。

然而
,

在现实生活中
,

特别是在我国农村
,

老年

人的权益保障与维护存在诸多问题
。

(一 )农村老年人赔养面积大
,

但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不健全

据山东省淮坊市的一项调查显示
:

当前社会上
,

尤其是农村的部分家庭中仍然存在着老人生活水准

不如儿女
,

特别是老年人大多住偏房
、

差房
,

冬天潮

冷
,

夏天闷热
。

全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共有% 万多

人
,

其中住偏房
、

差房甚至危房的约有 24 万人
,

占老

人总数的24 %
,

这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

我

国大部分农村 目前还靠手工劳作
,

老年人一旦丧失

劳动能力
,

就没有主要生活来源
,

只有完全寄予子女

的赡养
,

但是时下在农村的一些地方
,

那些老无所

养
,

在贫困线上挣扎的老人
,

其子女往往生活富裕
,

并非无钱无力养老
。

发生虐待或遗弃老人也就占了

很大的比重
,

使含辛茹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晚景凄凉
。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重要支柱
,

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

要求
,

涉及亿万人民群众基本权益和基本生活
,

但是

现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

无法发挥其强大的救济

功能
。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确立于 1951 年
,

以后陆续

制定的许多法律
、

法规中对社会保障问题都作了规

定
,

但并非强制在全社会实施
。

改革开放以后
,

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社会保障越来越重要
。

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关系改革
、

发展
、

稳定大局

的大事
。

不可否认的是
,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还

不健全
,

享有社会保障的人数约为两亿
,

社会保障面

约为 16
.

7%
。

我国的绝大多数人 口在农村
,

而农村基

本上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 “

养儿防老
”

的传统观

念仍然根深蒂固
。

(二 )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不力
,

一些农民思想道

德法制观念淡薄

农村 自实行家庭联承包责任制以后
,

一些农村

的村委会等基层组织软弱涣散
,

不再定期或不定期

地抓思想政治工作
,

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
,

农

村的思想道德法制观念却越来越淡漠
。

个别子女对

老人态度粗暴
,

或辱骂或拳脚相向
,

更有甚者将老人

赶出家门
,

使老人只能独 自在外苦度残年
。

五
、

六十

年代是我国的生育高峰
,

现阶段发生赡养纠纷的家

庭多数是多子女的家庭
,

这种家庭的子女在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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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耕田种地
,

生活尚能 自理时大家相安无事
,

老年人

还时常帮助子女家庭
,

然而在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
,

甚至疾病缠身
、

生活无法 自理
、

需要子女照顾的时

候
,

子女即相互推诱埋怨
,

致使老年人无人赡养
,

生

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

只能忍受病痛
,

甚至眼睁睁地等

死
。

在一些独身子女家庭里
,

老年人 自己再苦再累也

要让子女幸福
。

好不容易盼到子女成家立业了
,

以为

这下可以安享晚年
,

没想到子女对老年人反而横眉

冷对
,

颐指气使
,

发号施令
,

令老年人不仅基本生活

得不到保障
,

而且倍受精神摧残
。

同时
,

农村的基层

组织对虐待
、

遗弃老人的行为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救

济措施
。

(三 )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敬老
、

爱老
、

养老的社会

风尚

老年人的知识
、

技能
、

革命和建设经验及优 良品

德
,

是社会的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

他们理应得

到社会的尊重
。

敬老
、

养老是社会保障机制的组成部

分
。

老年人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本着
“

家丑不可外

扬
”

的心理忍受着
,

作为邻近的知情者也认为是
“

家

务事
” ,

使得虐待
、

遗弃老人的行为也缺乏社会舆论

监督
。

在社会生活中
,

人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冷漠
,

帮

助老年人不再是令人称道的行为
,

尚没有形成良好

的敬老
、

爱老
、

养老的社会风尚
。

二
、

维护农村老年人权益的措施

老年人辛苦奋斗一生
,

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

为

家庭和子女做出了巨大贡献
,

理应得到社会的回报
。

这种回报
,

应是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
,

包括享受社会

发展的成果
,

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

受到家庭成员

的赡养和关照
。

改善老年人
,

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生

存状况
,

维护他们合法的民事权益
,

已是一个不容回

避的问题
。

为此
,

我们认为
:

(一 )加强对社会成员的宣传教育
,

尽快建立健

全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尊敬老人
,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赡养老人是

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

今天
,

你尊敬老人
、

赡养老

人实际上就是在教育你自己的子女 ; 明天
,

他们会像

你这样尊敬老人
、

赡养老人
。

如果今天你不尽赡养义

务
,

又如何保证明天得到子女的赡养呢 ?

同时
,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三条规定
: “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
,

健全对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

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
、

健康的义务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
,

实现老有所

养
、

老有所医
、

老有所为
、

老有所学
、

老有所乐
” 。

因

此
,

我们要建立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社会养老保障

体系
,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

保护作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规

定
,

农村除了根据情况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外
,

有条件

的还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
、

山林
、

水

面
、

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
,

收益供老年人养老 ;对于

无劳动能力
、

无生活来源
、

无赡养人和抚养能力的
,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保吃
、

保穿
、

保住
、

保医
、

保

葬的五保供养 ; 国家鼓励公民或组织与老年人签定

抚养协议
。

在医疗保险
、

社会福利各方面
,

法律也作

了规定
。

各级党委
、

政府应将该项工作纳人计划
,

逐

步落实
。

社会保障机构也应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法
,

在农村开展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工作
。

(二 )签订赔养协议书
,

将赔养问题纳人法制轨

道

国家通过有效的政策
,

大力宣传
,

增强农村公民

的自我保障意识
,

不仅积极参加国家强制推行的社

会养老保险
,

享受最基本的养老待遇
,

而且根据 自身

的经济状况
,

进行个人储蓄养老
。

我国特别是农村有
“

养儿防老
”

的传统
,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

社会风险也

在不断加剧
,

子女虽有赡养义务
,

但其 自身的生活压

力也不轻
,

况且社会上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大有人

在
,

因此
, “

赡养责任书
”

将赡养老人这种纯粹是家庭

内部的事务纳人社会管理体系
,

这样
,

不赡养事件一

旦发生
,

社会就能及时介人
。

同时
,

签订
“

赡养责任

书
”

对子女既是监督又是约束
,

使他们明白这样一个

道理 : 是否赡养老人决不是家庭私事
,

不赡养老人不

仅要受到道德法律的谴责
,

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社

会有关部门的干涉
,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

(三 )农村基层组织要切实重视农村老年人权益

的维护

农村基层组织应该经常组织农村干部和村民认

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
,

广泛开展农村
“

三个代表
”

的

学习活动
,

增加公民的法制观念
。

目前老年人养老主

要依靠家庭
,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

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

照顾老年人的特

别要求
。

对于农村老年人
,

法律规定赡养人有义务耕

种老年人 田地
、

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
,

收益归老

年人所有
。

在村
、

社从事调解工作人员应该在提高自

身法律素养的前提下
,

积极
、

耐心
、

稳妥地处理赡养

纠纷
,

做通双方的思想工作
,

防止矛盾激化
,

以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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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经多方调解仍不能解决
,

应告知有关人员采

取法律途径解决
。

对于家庭里虐待
、

遗弃老人的
,

农

村基层组织可以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

屡教

不改的应报请有关部门处理
。

(四 )法院在处理农村老人维权纠纷案件时
,

要

及时
、

公平
、

公正
,

做到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
: “

老年人与家庭成员因赡养
、

扶养或者住房
、

财产发生纠纷
,

可以要求家庭成员所在组织或者居

民委员会
、

村 民委员会调解
,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 ”

诉诸于法院的纠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

的
,

大多是老年人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的最后选择
。

法院立案后
,

要及时
、

公正地审理
。

虽然民事审判实

行
“

谁主张
,

谁举证
”

的原则
,

但如果对审理案件有重

要价值的证据材料
,

作为原告的老年人举证确有困

难
,

因一些原因未委托代理人
,

法院认为有必要 的
,

应该主动收集证据
,

深人纠纷发生的村
、

社进行调

查
。

法律还规定
,

人民法院对老年人追索赡养费或者

扶养费的申请
,

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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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 ”

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
: 子女必须在经济上承担奉养父母

的义务
。

一切有经济能力的子女
,

对丧失劳动能力
、

无法维持生活的父母
,

都应予以赡养
。

对不在一起生

活的父母
,

应根据父母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子女的负

担能力
,

给付一定的赡养费用
。

一般不应低于子女本

人或当地的普通生活水平
,

有两个以上子女的
,

可依

据不 同的经济水平
,

共 同负担赡养费用
,

同时
,

法院

在主持调解或判决时不应让赡养人分别赡养父母
。

俗话
“

少年夫妻老来伴
” ,

老年人仍有情感的需要
,

长

期相濡以沫的生活
,

使老年夫妻彼此更能体贴
、

照料

对方
。

老年人的婚姻 自由受法律保护
。

如果子女或

其他亲属干涉老年人离婚
、

再婚及婚后生活的
,

视情

节轻重
,

依法处罚
。

(五 )兴建农村老年人公益事业

全社会应广泛开展敬老
、

爱老
、

养老的宣传教育

活动
。

在幼儿园
、

青少年组织
、

学校中对青少年和儿

童进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
,

提倡义务

为老年人服务
。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

传统的养老

方式已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

家庭养老如老

牛拉破车
,

已无法承担沉重的
“

社会老人
”

的养老责

任
,

因此在继续办好敬老院的基础上
,

如创办老年活

动中心
、

老年公寓
、

临终关怀医院等农村老年服务设

施
。

同时各村
、

社根据本村
、

社的实际情况开展适应

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
、

体育
、

娱乐活动
,

丰富老年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
。

家家有老人
,

人人都会老
。

总之
,

对待老年人的

问题
,

反映了一个社会进步的水准
,

对待老年人的态

度
,

反映了整个社会思想品德的高低
。

让我们携起手

来
,

共同营造敬老
、

爱老
、

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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