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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结伴，同吃同住，一起聊天旅游，财务
上实行AA制，生病互相照料……市场星报、安
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者在合肥
多个社区走访发现，对结伴养老表现出意愿的
受访老人大约四成。但不可否认，这种乌托邦
式的养老生活，真正要走入现实，却难免与理想
有所差距。 ▋曾梅/文

结伴养老：温暖中也有隐忧
未登记领证只算同居，出现纠纷不按夫妻关系处理

案例：
只同居不领证
去世后留下麻烦事

几年前，李奶奶的老伴患癌去世，为了不让
老人晚年孤寂，在儿子小李的张罗下，李奶奶与
认识不久、同样丧偶的邹老先生结伴养老。

恰好两人都曾在年轻时下乡插队的经历，
因此越来越有许多共同话题可聊。经过一个
多月的接触，李奶奶便和邹老先生把关系定了
下来。

晚辈们很高兴，还特意给两位老人摆了几
桌酒席。在酒席上，李奶奶宣布，经与邹老先生
商量，他们决定先不领结婚证，只是同居。理由
是两人岁数都大了，不想在去世后给孩子们留
下麻烦事。晚辈们听了也表示赞成。就这样，
李奶奶和邹老先生就结伴生活在一起了。

两位老人结伴同居了几年，邹老先生忽然
查出身患癌症。尽管邹老先生的子女们拒绝探
望，但李奶奶母子还是尽力给邹老先生治病，但
两年后邹老先生还是去世了。没想到这个时
候，邹老先生的子女却找到李奶奶，提出要分割
李奶奶和邹老先生共同生活期间登记在李奶奶
名下的一处房屋。

原来，小李为了让两位老人生活得更加安
心愉快，自己出资买了一处房屋，登记在李奶奶
的名下，购房手续是小李办理的，就连装修也是
小李出资和负责的，小李当然不愿意分给邹老
先生的子女。很快，李奶奶便被邹老先生的子
女们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这套房屋。

剖析：
“结伴养老”形不成夫妻关系

其实，“结伴养老”方式看似时尚便捷，但在
实际中遇到了不少法律问题，引发了诸多纠
纷。律师认为，像案例中这样未依据我国法律
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是自愿选择了同居关系，
这种关系在法律上并不受保护，不能直接发生
合法夫妻关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财产关
系和继承关系。

在此案中，李奶奶与邹老先生之间选择的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同居关系，并未结婚登记形
成法定的夫妻关系，也就无法形成夫妻财产共
同共有的法律事实。因此，即使房屋登记在李
奶奶的名下，在邹老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也不
能主张继承该房屋。

另外，由于房款是由李奶奶的儿子小李全
部出资，购房手续及房屋装修事宜都是小李办
理的，虽然该房屋登记在李奶奶名下，但事实上
李奶奶和邹老先生并未共同出资或者共同经营
管理，所以实际产权人是小李，该房屋不属于李
奶奶所有，与邹老先生更无关联，邹老先生的子
女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李奶奶名下的房屋。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合肥就有许多“试
水”互助式养老的举措。此前合肥市瑶海区
三里街街道铁路一村社区就多次组织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对辖区内老人进行了全方位居
家养老及社区综合便民服务信息登记，全面
开展“互助式养老”。

“针对老旧小区内居家养老人数较多的
实际，我们与安徽省社家老年服务中心合作，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这一平台，开展‘互助式
养老’。”铁路一村社区工作人员介绍，所谓

“互助式养老”，即社区老人通过民政、街道、
社区搭建的平台，与社区内其他老人搭伴养
老，同时由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符合老人需

求的社会化服务。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日常居家生

活遇到的困难、问题，诸如生活照料、家电维修
以及紧急救助等，我们一方面通过结对老人，
互帮互助，尽力解决；另一方面，利用智慧养老
系统信息平台，服务人员接单后，会第一时间
上门为老人服务。”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还建立
了电脑图书室、社区便民超市、日间照料室、
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室。同时开设各类兴趣
班，由相关专业老师进行指导，满足老人文
化、娱乐、体育、健康等方面的需求，老人们不
出社区就能找到欢乐。

孙子不会背诗，爷爷焦虑又不安

作为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来自基层的修
脚师陈艳关注的几乎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
她曾建议政府试点建立“结伴养老”新模式，
开办“老年频道”，丰富老年人生活，让他们老
有所依，老有所托。

陈艳说，随着我国老龄化日趋严重，养
老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中，有一部分老人提
出在政府建设的廉租房或经适房中，留出
一 部 分 低 层 ，形 成 一 种 新 型 的 养 老 模 式
——结伴养老。“就是一些认识或兴趣相投
的老人结伴住在一起，用租或置换的方式
获取房子，彼此就近居住，以便生活上相互
照应，精神上相互慰藉，一起安度晚年。”陈

艳建议，很多老年人对这种模式期望很大，
希望政府尽快展开对这种养老模式的调
研，确定它的可行性；也可以率先选择部分
社区进行试点。

并且她认为，目前我们有少儿频道、体育
频道等等，但老人频道存在缺失。而实际上
最有时间看电视的就是老年人。曾有调查显
示，我国 1.5 亿退休老人，大部分与电视为
伴。“电视不仅是娱乐，更是宣传教育，许多老
人上当受骗就是因为懂得的少。”他建议，政
府开办老年频道，或者在已开设的频道中增
加老年人喜闻乐见的节目播出时间，丰富老
年人生活。

建议：试点建立“结伴养老”新模式

C

陈艳认为，如今居家养老作为新型养老
方式已被大多数人接受，政府也投入了财力
帮社区建立起许多居家养老服务站或托老
所，但由于医疗、服务、权责等多种原因，很多
养老站流于形式，并不能真正发挥居家养老
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
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服务的作用，造成了资金、
人力等的资源浪费。

她建议，尽快组织对养老服务站的设置
点和服务需求的迫切性进行专项调研，为政
府决策提供依据；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居家养
老的财政投入、搭建平台和出台相应优惠政
策，引入民间资本，进一步改善现有服务硬件
设施；加大资金补贴，搭建联系平台，促进社
区医疗服务站和居家养老服务站的医疗保障
联手，提高服务水平。

合肥：互助式养老，老人结伴共谱“夕阳红”

前景：提升“社区托老所”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