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老年法第17条对“常回家看
看”是这么规定的：家庭成员应当
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要， 不得忽
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
住的，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
人。

看到这里，又有较真的网友提
问了，这个“家庭成员”都包括谁，
是不是只指子女，另外“看望和问
候老人”中的“看望问候”如何界
定，是不是一定要上门，打电话算
不算，网上视频算不算？

【解读】 湖北的老龄工作者已
对此作出回应：“如果孩子经常打
电话问候老人，也算数。”

该负责人解释，新法中的“家庭
成员”，主要指老人的子女和孙子女、
外孙子女。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越来
越多的老年人最想从子女那里获得的
不是物质和金钱，而是亲情。“常回家看
看”的规定，目的是为了引导家庭成员
关注老人们的精神需求。 子女等应当
经常回家看望老人， 如果因条件限制
不能回家，也应经常通过电话、书信、
贺卡等方式，对老人进行问候。

2
骗术疑问

家庭成员包括谁，打电话算数不

其实早在新法出台之前，
就有法院将“精神赡养”纳入
审理范畴。但由于没有明确的
法律依据，有些法院会驳回老
人的诉讼请求，而另一些法院
则支持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
就在于“精神赡养”究竟是道
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 新修
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
将“精神赡养” 纳入法律范
畴，最终将“精神赡养”从道
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这样就可为法官今后审理此
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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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姐是某外企的高级白领， 平时工作
紧张压力大，好不容易熬到了公司的旅游假，
当然要外出好好畅游一番，让身心得到放松，
于是张小姐与丈夫选择了去游泰山。 那天太
阳热烘烘地蒸烤着大地， 使平时习惯了空调
环境的张小姐在刚开始登山时已经觉得不太
适应，但随着泰山奇伟的景观映入眼帘，加上
导游小姐对历史典故生动的解说， 张小姐没
有对身体不适多加注意， 没有及时休息和多
饮水，到了半山腰时，她就因体力不支而中暑
了，感到头晕、胸闷、乏力。幸好导游小姐随身
携带了王老吉人丹，马上给她服用，并带她到
树荫下休息，张小姐身体才慢慢恢复过来。

专家点评： 当人在高温环境中或炎夏烈
日暴晒下，若无足够的防暑降温措施，体内积
蓄热量不能向外散发以致体温调节发生障
碍，容易引起口渴、头晕、耳鸣、胸闷、恶心的
中暑症状。 所以像张小姐那样在暑热无风的
山区中开展登山活动旅游时， 由于身体无法

靠汗液蒸发来控制体温，人就会容易中暑。因
此大家在夏季旅游等户外活动前一定要准备
一些清凉饮料和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暑装备，
还应准备好预防和治疗中暑的药物， 如王老
吉人丹等。王老吉人丹由薄荷脑、肉桂、桔梗、
甘草、木香等十多味药材组成，能够促进胃肠
道蠕动，缓解肠痉挛，具有清热解暑、止呕、芳
香醒神等功效。它还可以治疗水土不服、消化
不良。 人丹含有的桔梗、樟脑、小茴香等具有
芳香化湿的作用， 若消化不良和酒胀饱滞
时，可以口服或含服人丹，每次 9-18 粒，起
到解酒功效。 服用少量人丹也具有一定的
防晕车的作用。 小巧瓶装设计,方便携带和
多次使用， 直接含服， 无需经胃肠崩解，起
效快速。 对中暑以及旅游途中的舟车疲劳、
眩晕、 恶心呕吐、 酒胀饱滞等效果明显，成
为大家夏天防暑、 防晕车、 解酒的首选药
物，上市以来一直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实为
出行常备药物。

夏季旅游防中暑、防晕车
王老吉人丹最给力

“咋样叫‘常’？一周一次？一月
一次？还是半年一次？”“‘看看’该怎
么看？带钱还是带水果、营养品，还
是什么都不带， 回来一圈扭头就
走？”自消息一出，网上议论就铺天
盖地，也引来众多市民质疑。有人就
问：“如果一周一次， 那是不是说全

国很多在外打工的孩子都违法了？”

【解读】对此，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法官表
示， 目前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
也没有专门的监督实施机构，这都
要等待以后出台实施细则。

·解析

怎样才算常回家看看，听法官说说
打电话问候也算，惩治逆子尚无细则 精神关怀胜过物质

■记者 潘显璇 张明阳 王智芳 实习生 刘笑 汤俊
综合楚天都市报、大河报报道

儿女常回家看看，是天下父母的企盼，也是为人子
女应尽的义务， 但现实情况却是许多空巢老人常年没
有人嘘寒问暖，没有儿孙绕膝，一些老人为让儿女常回
家看看，甚至要走上法庭，索讨儿女的精神赡养。但苦
于无法可依，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也伤透脑筋。

自7月1日起，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
下简称新老年法）正式实施，“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
律。就在新法实施首日，全国第一起精神赡养案在江
苏宣判，判处子女“至少要保证两个月看望一次”。

记者从长沙各法院了解
到，新老年法刚实施，目前尚
未收到关于老年人关于精神
赡养的案例。但记者了解到，
就在新法实施首日， 江苏省
就宣判了全国第一起精神赡
养案。

“至少要保证两个月看
望一次， 重大传统节日至少
看望两次， 除夕至元宵节之
间必须至少看望一次……”7
月1日上午，江苏无锡市北塘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老年人赡
养案件开庭审理， 法官当庭

宣判要求子女必须“常回家
看看”。这是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正式施行后，全国首例对
“常回家看看”诉请的判决。

长沙中院的一名资深法
官也关注了这起精神赡养
案，他表示，对精神赡养的判
决和执行比物质赡养的判决
和执行要复杂得多， 但司法
机关并不能因此而否认精神
赡养的可诉性。 无锡的这起
案例， 将会给类似案例的判
决提供借鉴意义。

入法后首案江苏宣判
长沙法官称“有借鉴意义”

背景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
示，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1．78亿人，全国老龄办2012年
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城市老
年人“空巢家庭” 比例已达
49．7%。有专家分析，本次对1996
年制定的老法进行修改， 最大
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 修改后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6章50条扩
展到了9章85条。 新法增加了社
会保障、社会服务，同时也强调
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
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

“空巢老人”
比例已近半

“常回家看看”尚无细则
其意义在鼓励和引导

新法实施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新法的措辞过于笼统也由此衍生
出一些问题，引来无数网友吐槽，到底多久回家一次才算“常回家”？回没回
家怎样取证，如何监管？难道要在父母家中装台打卡机吗？

怎样叫“常”，怎么算“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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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儿女不经常回家， 又有
几个父母会去状告自己的儿女呢？”
另外，有不少网友认为，新法出发点
是好的，但是实际意义并不大，也很
难得到落实。“即使法院判了， 也难
执行呀，到底谁来监管呢？”

“就算是老人与子女为此发生
了纠纷，怎么来取证，如何制裁都
是问题。” 市民李建民的儿子也是
个北漂族，平日工作忙，很少有时
间回家，“他为了我们家里生活更
好出去的， 不能因此 (不常回家看
看)就说他不孝顺啊。”

【解读】“常回家看看纳入法
律， 可提供一个老人精神赡养的
价值导向，起到鼓励性作用，但缺
乏可操作性，对于‘常回家看看’
没法进行量化的监督实施。”法官
介绍。

目前， 该法律还处在探索阶
段，法官表示，“常回家看看”入法
可以成为一个法律纠纷的有力依
据， 比如在子女分遗产过程中，法
官就可以凭借这样的条款对不跟
老人经常尽孝的子女不分或者少
分遗产。

子女违法，怎么取证，谁来监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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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让类似诉讼
有法可依

目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