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顺义老人阮大爷终身未
婚，膝下也无子女。在村里的主持
下，自 2011年开始，阮大爷和同村
的男子刘某军签下遗赠扶养协议，
约定刘某军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
将所有财产遗赠给刘某军。2023
年，阮大爷因病去世，留下五套刚
分到的安置房。近日，法院判决认
定，阮大爷留下的五套安置房的所
有权益，应该由照顾老人 10 多年
的刘某军继承。

刘某军的信义行为配得上这
样的褒奖，继承老人财产也是题
中之义。这一案例在弘扬新风尚
的同时，也发出有益启示：非亲属
之间建立扶养关系，并以财产赠
与相支撑，实现另一种方式的老
有所养，是一条具有现实意义的
救济路径。

根据法律精神，即使是陌生
人，也可以成为扶养人。而公民通
过依法获得扶养报酬，改善自身境
遇，也是双赢之举。近年来，类似
的继承不是个案。此前，上海独居
老人300万元房产赠水果摊主案，
也很有典型意义。尽管老人的亲
属提出异议并强烈反对，但水果摊
主还是凭借意定监护和遗赠扶养
协议维护了合法的财产权。

这些案例的导向性十分明确，

既要让无亲可靠的独居老人享有
一份养老保障，也要让好人有好
报。一旦其间牵扯财产争议，法律
会为抚养人撑腰。

在民间，邻里或熟人之间向独
居老人提供照料，或纯粹尽义务，
或收获回报，也早有先例。但这种
事易惹争端，照料老人的人很可能
摊上“觊觎财产”的污名。在这种
情况下，协议的保障、法律的支持
就显得格外重要。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孤寡
老人的养老窘迫越发显现。无论
在城市还是在乡间，都有不少类似
阮大爷这样的老人。这些老人不
仅在起居、看病等层面遭遇严峻考
验，也直面内心孤独等精神层面的
问题。他们不该如此失去活着的
质量，也不该如此被社会遗忘。如
何让他们有尊严地安度晚年直到
离开人世，是全社会都应该正视的
命题。

在现实场景中，尽管兜底性政
策提供了相应的保障，而社区、退
休单位也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独居老人更需要有人常态化提
供无微不至的身心照拂。前述两
个案例中，独居老人都实现了与扶
养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目标，
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都因此有所
提升。

事实说明，这一新型养老模式
弥补了亲人赡养的短板，补充了社
会保障力量，拓展了养老新思路、
新领域。据此，倡导陌生人之间的
扶养情分，推广遗赠扶养协议很有
意义，也很有现实必要性。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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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群众“碎碎念”
政务服务才能“上大分”

男子赡养孤寡老人继承五套房
也是养老新思路

政务 APP 还能帮助解决论文难
题？据《钱江晚报》报道，近日，话题

“女生写论文求助‘浙里办’，次日一
早就有回应”冲上热搜，引发热议。
据了解，一名高校女生的毕业论文以
湖州市含山桑花节作为案例进行分
析研究，需要一组历届桑花节人流量
的数据，在四处查找都无功而返后，
女生在“浙里办”留下求助信息，没想
到第二天就接到工作人员电话，解决
了数据问题。

这已不是“浙里办”APP第一次上
热搜了。此前，该政务APP开设非政
务服务的相亲功能，一度收获网友点
赞，随后又上线包括高考成绩查询、
个人历史数据档案查询等功能。此

番帮求助者牵线有关部门提供论文
资料，更被人称为是“惊喜盲盒”，“把
群众的碎碎念当回事，浙江又上大分
了”……对群众合理诉求几乎“有求
必应”，在提供常规政务服务外，逐渐
增加非政务服务内容，这一APP诠释
出政务APP的更多可能。

政务服务网站和客户端、小程序
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行政权力
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服务，其本质是
将政府服务以更加便利的方式提供
给办事群众，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近年来，各地“最多跑一
次”“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不断完
善，群众受益良多。然而，也有群众
吐槽个别政务服务网站或客户端长
时间不更新信息、技术故障导致功能
无法使用、搭载功能太少等问题。在
此背景下，这种“许个愿立马实现”式
服务，令人眼前一亮。

暖新闻背后，让群众点赞的其实
是政府部门整合优势资源、积极主动
作为的行政观念和能力。诸如帮助
养殖户牵线联系专家解决现实问题、
帮助群众查询多年前的高考成绩等，

已超出传统政务服务范畴，有关方面
假装没看见或以超出业务范围为由
不受理，似乎也无可厚非。而有关方
面立即跨部门协调，这是愿解决、能
解决问题的表现，也是政务 APP“出
圈”的关键。

建 设 服 务 型 政 府 是 个 宏 大 工
程。从微观角度看，听百姓一言、为
百姓谋成一事，是可触可感的具体切
口。这两天，江苏常州一位副市长在
个人自媒体账号发布了一条其观看
演唱会的视频，评论区中有网友吐槽
现场“厕所太少”，他回复“今天改
善”，当天演唱会现场就增加了多排
临时洗手间，增设了洗手台，还准备
了瓶装水。对此，网友评价“满足群
众诉求竟然还能‘买一送二’”。

从政务APP上线相亲功能，到副
市长“听劝”增加公厕，再到一些地
方 推 出 公 共 服 务“ 禁 用 语 与 常 用
语”等，都让政务服务的成色更足、
更有温度。与此同时，打通部门信
息壁垒、畅通跨部门合作渠道、建
立和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等，同样不
可或缺。

正观新闻：
骑自行车没牌照被罚50元
执法与普法应当并行不悖

据极目新闻报道，网友王先生发
帖称，他在南京市区内骑自行车，因没
有牌照被罚 50元。对王先生的疑问，
执勤交警则回复：“什么车上路不上牌
照？”4月 23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对处理不认可，可进行行政复
议或行政诉讼。

根据2023年公布的《江苏省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2024年1月1日起，自行车
也不需要再上牌了。如果交警处罚错了
就应该及时纠正错误，为什么要浪费公
共资源？如果经行政复议后，表明交警
确实处罚错了，是不是仅将罚款退回就
完事了？市民的时间成本又该怎么算？
交警开出罚单的目的应该是让交通更加
顺畅，而不是为了罚款而罚款。毕竟，一
味的罚款不仅治标不治本，还会有损执
法部门的公信力。

北京晚报：
留住“荡起双桨”的念想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
浪”，然而，据北京新闻广播报道，市民
李女士日前带孩子去颐和园，想划船
时被告知颐和园已不再提供手划船。

一首从爷爷辈唱到孙子辈的歌，
让暖阳微风里的小船白塔、绿树红墙
成为青春的一种意象，深深地镌刻在
每一代人记忆中。如今，人还在、情怀
还在，带桨能划的船却没了。手划船
渐渐退出公园游湖的原因，一方面是
老式桨船跟不上技术的发展，而且手
划船需要点体力和技术；另一方面是
公园管理者从安全角度考虑，怕稍有
不慎造成事故。其实这两个理由并不
那么充分。随着全民健身的开展，体
力好的人越来越多，至于划船的技术
门槛也没那么高，边划边学一会儿就
能熟悉。安全确实不是小事，但相信
新技术、新材料能做出更稳当更轻便
的手划船，让我们荡起双桨，乘着朴实
无华的手划船，悠悠荡荡在蓝天下、垂
柳边，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刚需。

南方都市报：
干部下田阻拦春耕
“敛钱”岂能无视契约

4月 22日，农业农村部官方新闻
平台“中国三农发布”披露内蒙古自治
区开鲁县有镇村干部阻挠种植户下地
春耕，要求在土地承包费之外另交“增
补承包费”，有村干部声称“110来又能
咋地，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

开鲁县政府已通报称，已对对待
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的个别基层
干部进行处理。土地承包法除了强调
保护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利，还明
确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
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
更、解除承包合同，村干部口中的“上
面让我敛钱”，以及镇干部躬身下场的
种种言行，都让基层治理的法治含量
显得有点低。法治意识、契约精神与守
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逻辑，人
们在日常行事过程中(特别是遭遇重大
利益时)对待它们的态度，考验着地方
法治素养与法治水准，也由此可以照见
地方营商环境的种种微表情。

老人和刘某军的孙子下象棋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