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婚 32 年后“被分居”
“我已经 100 多天没见到我

家老头了，他们硬是要把我们分

开，我都不知道老头子被他们藏

到哪里去了……”85 岁的闫娭毑

坐在椅子上拿着手绢不停地抹眼

泪，她 50 多岁的小女儿李臻（化

名）扶着母亲唉声叹气……

这是 3 月 28 日，长沙市天心

区婚调委办公室迎来的又一位求

调解的老人。

满头白发的老人哭着“找老

公”，求儿女们别让她和老头分

开，实在让人不解。李臻叹了口

气，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起

了原委。

原 来，当年 53 岁的闫敏华

（化名）老人在丈夫去世后，经

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赵大力

（化名）。赵大力比闫敏华大 5 岁，

家住长沙，是一名退休干部。赵

大力有两个儿子，闫敏华有三个

女儿。

婚后，赵大力住到了闫敏华

家。李臻说，虽是重组家庭，但

他们对外都以兄弟姊妹相称，相

处也算和睦。

一晃 30 多年过去，近几年

国家对退休老人工资标准逐年

提高，加上赵大力又是干部身份

退休，其退休工资现在每月拿到

手的大概有 10000 多元，而普通

职工身份退休的闫敏华仅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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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今日女报全媒体推

出《医学女生用 3000 元奖学

金帮山区女人治怪病，兑现一

年前承诺》一文，讲述了湖南

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2016 级

本硕连读专业拔尖班女生陈

禧音，用自己获得的 3000 元

奖学金帮助茶陵山区贫困妇

女谢旭芳治病的故事。报道

推出后，20 岁医学女生陈禧

音音的善举走红网络，新华

网微博刊文称 ：“这是‘春天

最暖的故事’。”3 月 28，今日

女报谭里和工作室收到一笔

20000 元的“善良奖励”，让

这个“春天最暖的故事”有了

暖心的延续。

这 笔“ 善良 奖 励 ” 来自

贵州陈厚酒业有限公司湖南

区，该区负责人称，在网上

看到陈禧音的善举后，深受

感动，团队决定给予陈禧音

同学 20000 元“善良奖励”。

“3000 元钱对于一个大学

生来说，是 一笔巨款，她能

用来帮助别人，让我们感动。

她的善良品质一直是我们团队

追求的，符合我们公司的价

值观。我们也想传达给社会，

一个人的善良是很珍贵也值

得尊重的。”该区负责人说。

3 月 29 日，陈禧音给今日

女报谭里和工作室打来电话，

称已经联系湖南省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我会把这 20000

元钱全部捐出去，目前正在对

接捐款细节。”

再婚后风雨几十年，耄耋夫妻为何“黄昏离”
长沙市天心区：去年每 10 对离婚夫妻中，6.5 对是再婚夫妻

今日女 报 / 凤 网讯
（记者 章清清）“按照《女

职 工 劳 动 保 护 条 例》，

女职工生育可享受多少

天假期？3、2、1，开始

抢 答！”3 月 29 日， 一

场气氛热烈的“巾帼心

向党·建功新时代”主

题知识竞答活动在长沙

市高新区举行。高新区干部职工、

企业员工及居民代表等 120 多人

到场参与。

“这场活动的线上竞答已经完

成，全区共有 4500 多人参与了答

题。今天是线下的复赛和决赛。”

高新区妇联副主席龚慧介绍，活动

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主要是将

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国妇女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充分融

入题目中，让大家在趣味竞技氛围

中更好地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医学女生用奖学金帮
山区女人治怪病》后续

女生捐 3000 元奖学金助人，
反获 20000 元“善良奖励”

■资讯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说到老年人的情感，“黄昏恋”是关键词，长沙的闫娭毑和赵嗲嗲就是这样的一对。50 多岁时，他们走到一
起重组了家庭，一起经历了 32 年的人生风雨。谁料，耄耋之年却突然被“棒打鸳鸯”，从去年 11 月起就开始“被
分居”，至今已 4 个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王翔

表示，老年人再婚时往往已经

积累了一定数量可供支配的财

产，在形式上，可能包括房产、

车辆、存款、债权等财产类型；

在性质上，可能包括个人财产、

与前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有

的还包括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

财产。由于多数老年人的传统

观念牢固，法律意识不强，不

愿在再婚前专门对财产问题作

出书面约定，进行婚前财产公

证的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涉及

再婚老年人的离婚诉讼中，对

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夫妻共同

财产的认定多成为争议的焦点

王翔建议，老年人在再婚

前最好进行财产公证或及时进

行婚内财产约定，而且这个约

定是越细越好。

比如，再婚之后居家过日

子，关于家庭生活的开支，如

果一方经济稍微差一点，就很

容易引起矛盾。那么谁负担多一

点，谁负担少一点，或者平常

生活的日常支出怎么分配，事

先要约定。

再婚老人身边还各有原

生家庭，逢年过节如何给双

方子女孙辈过节费，最好也

有约定，不然也容易引发矛

盾和猜忌。再有，老人身故

后社保基金里有一笔丧葬费，

老人的配偶是有继承权的，

如果事前没有约定，也很容

易引发纠纷矛盾。所以，老

年人再婚一定要先把经济上

的事情先约定好，下一步的

感情才会顺利发展，再婚老

人婚后的生活才会越过越好。

■律师
老人再婚最好
先做财产公证

多元钱一个月。加上两位老人年

事已高，事情就起了微妙变化。

李臻告诉记者，赵老的两个

儿子开始频频找父亲要钱，并因

此和母亲闫敏华发生了矛盾。后

来，赵老的大儿子赵云（化名）

干脆把他父亲的工资卡收走了。

之后经过协商，去年初双方一

致同意把两个老人 30 多年的共

同积蓄 30 万元由双方子女平分。

但对于工资卡，赵云提出仍由他

掌握，理由是不让老人家乱买

保健品，他按需每月给老人拨生

活费用。但李臻说，实际上赵云

后来分文都没有给自己的母亲。

双 方 矛 盾 开 始 愈 演 愈 烈。

去年 11 月，赵云悄悄接走了父

亲，闫敏华老人和老伴从此“被

分居”。

4 个月仅见一面，老人抱头痛哭
后来，闫敏华找社区进行了

调解。在社区的干预下，赵云带

着父亲出现了。

李臻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回忆起了当时的一幕 ：“毕竟也

是三十多年夫妻了，两个老人一

见面就抱头痛哭。”因为两位老

人情绪激动，怕出意外，协商不

了了之。之后，她们就再也没见

过赵老，至今这对老夫妻已经有

4 个多月没有见面。

不过，对于李臻的说法，赵

云 3 月 28 日在与调解员电话沟

通时却称 ：“90 岁的老父亲有老

年痴呆症了，是闫敏华对父亲照

顾得不好，我们才把他接走，她

只想要钱。”

这边，闫敏华老人哭着拿出

一张有多名邻居签字的“证明材

料”，自证她和老伴多年风雨同

舟、相敬相爱。

“我牵挂他啊，我们风风雨

雨走过了 30 多年。”闫敏华哭着

说，她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她

当年再婚就是想老了有个依靠，

甚至因为再婚，她失去了单位当

年福利购房政策待遇，几十年来

一直 是租 房子住。现在，她老

了，到头来是人、财、房都落空

了，却没办法去主张自己的合法

权益。

     
黄昏恋为何会变“黄昏离”

“今年 3 月，我接待了 7 起再

婚老人来离婚或者‘被离婚’的

调解案例。”3 月 28 日，长沙市

天心区妇联婚调委专职调解员、

惠民帮扶公益服务中心心理咨

询师邹美红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2018 年，天心区离婚

2060 对，10 对离婚夫妻里，6.5

对是再婚的老年夫妻。

为什么老年人再婚后离婚

率高呢？邹美红分析，主要原

因有四种。首先是因为财产纠

纷。“前不久我接待的一对结

婚四十多年的再婚夫妻，他们

有三套房子，嗲嗲认为房子都

是自己的，娭毑却要把其中一

套房子过户给她这边的孙子，

最后就因为一套房子闹掰了。”

有健康原因导致离婚的。

“暮云街道前几天有位 70 多岁

的奶奶摔了一跤， 78 岁的爷

爷也照顾不了，于是被逼着到

这里来离婚。” 邹美红说，很

多老人本来想通过再婚找一个

能照顾自己的人，结果变成了

自己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照顾对

方，加之再婚的感情基础并不

十分牢固，因此很多老人就会

萌生离婚的想法。

还有子女干涉的。尤其是

当老人有大额财产时，双方的

儿女们因为多种原因会“横插

一脚”，像闫娭毑和赵嗲嗲就

是这种情况。

再一个就是缺乏了解“闪

结闪离”的。有的人认为，只

要找个老伴一起生活就够了，

没有对对方的条件、性格、爱

好等进行深入了解，结果一有

矛盾就不欢而散。

邹美红说，千金难买老来

伴，对 待婚 姻，老人 还是 要

慎重，“闫娭毑和赵嗲嗲的事，

我们还会继续调解”。

闫娭毑边讲边哭。

长沙高新区妇联开展主题知识竞答活动

扫 一 扫，
和 网 友 分
享 你 的 再
婚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