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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加深的老龄化形

势， 有关部门应当坚持改革创

新、 突出保障基本、 激活社会

活力 ， 巩固并深化居家 、 社

区、 机构相协调和医养、 康养

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实现

“高品质养老设施供给、 高质

量养老人员队伍”， 全力构建

体系化推进、 高质量发展的大

城养老 “浦东样本”。

由于纠纷解决机制在社会

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所

以纠纷解决机制的成熟和完

备， 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基本标志。 浦东法

院指出， 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目

标应当是纠纷化解的公正化、 有

效化和便民化， 为老年群体提供

多样性的纠纷解决价值导向， 也

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纠纷解决机

制选择。 从制度上看， 诉调对接

机制不但依靠风俗习惯、 社会舆

论 、 内心信念等精神力量来维

系， 而且可以使多种多样的纠纷

解决方式以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

式协调的存在， 从而形成一种互

补的、 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

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 人民

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

是人民法院的最基层单位， 既处

在践行司法为民的最前沿， 也处

在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 在诉

源治理和就地化解工作中承担着

重要职责。 人民法庭将持续优化

诉调衔接、 司法确认工作流程，

根据所在辖区的地域特性和管理

服务机构的职责特性 ， 主动融

入 、 积极完善纠纷化解的综合

体系 。 同时 ， 法院将协同相关

部门将原来较为松散的社会纠

纷解决力量相互联系 、 有机梳

理 、 合理配置 ， 实现纠纷解决

程序的合理衔接和相互协调， 为

当事人提供便捷和适宜的纠纷解

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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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上海是个深度老龄化的城市， 而浦
东新区是上海老年人口总量最大的区，

呈现出老龄化 、 高龄化 、 空巢化的特

点 。 截至 2020 年年底 ， 浦东新区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102.78 万人 ，

占 32.90%。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 为切

实维护好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 昨天，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六里人民法庭

在东明路街道举行仪式， 通报辖区涉老
民事案件的新情况、 新特点， 总结涉老

民事审判工作的新理念、 新机制。

据悉， 此次活动也是浦东首家社区
法官工作室落户东明路街道后， 六里法

庭以工作室为抓手， 进一步落实司法为
民、 下沉基层社区、 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的重要举措。

浦东新区法院副院长傅玉明介绍，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年 6 月 30 日， 六

里法庭共受理涉老民事案件 5797 件，

审结 5846 件。 其中， 婚姻家庭、 继承

类纠纷占比最高， 达到 35.4%； 合同类

纠纷和权属侵权类纠纷也较为多发， 占

比分别达 28.4%和 26.5%。 实践中， 老

年当事人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不高、 低

学历者占比较高、 法律意识不强、 证据

意识相对薄弱、 重人情而轻规则， 甚至

部分老年当事人还存在盲目追求高额利

息回报的情况， 导致举证不到位、 事实

认定难度较大。

1932 年 2 月出生的李老伯与 1944

年 8月出生的王阿婆于 1984 年 10 月在

黄浦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双方均为再

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老伯的身体状

况一天比一天差。 为了不再拖累王阿

婆， 李老伯一纸诉状起诉到法院， 要求

与王阿婆离婚。 法院经审查认为， 双方

尚未达到感情破裂的程度， 故李老伯的

离婚诉请未获支持。 时隔半年之后， 李

老伯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 一审中， 王

阿婆向法院表示其同意离婚， 但认为李

老伯婚内出轨是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原

因， 并要求在分割财产时予以多分。 虽

经法院主持调解， 但双方却并无和好可

能， 故法院对李老伯之离婚诉请予以确

认。 王阿婆因对一审判决中的财产分割

部分不服，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 李老伯去世， 案

件终结审理。

据悉， 近年来， 我国离婚率呈上升

趋势， 该现象在涉老民事案件中也有所

体现， 涉老离婚案件主要发生在退休后

五年内、 子女结婚前后等时间节点。 据

统计， 六里人民法庭 2018 年以来共审

结涉 60-65 岁老年人的离婚案件 235

件， 占全部涉老离婚案件 376 件的

62.50%， 反映出老年人在退休后短时间

内难以适应生活习惯、 生活节奏的变

化， 情绪波动较大， 夫妻之间易为家庭

琐事发生争执。

任阿婆和张老伯是一对老夫

妻， 与周某某是楼上楼下的邻

居， 任阿婆和张老伯住在 402

室， 周某某住在 302 室。 某天下

午， 任阿婆和张老伯发现周某某

在公共楼道等多处部位安装了摄

像头， 认为周某某的上述行为已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为

此， 任阿婆和张老伯多次向公安

部门和所在居委会求助， 周某某

在相关部门的劝导下自行拆除了

上述摄像头， 两户人家为此而产

生隔阂。 后来， 周某某网购了

“震楼神器” 安装于 302 室并搬

离该房屋， 该“震楼神器” 24

小时不间断产生噪音， 不仅给整

栋楼的住户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更使得年逾花甲的任阿婆和张老

伯无法安眠。 无奈之下， 任阿婆

和张老伯不得不在外另行租房居

住。 “有家不能回” 的任阿婆和

张老伯一纸诉状将周某某告到法

院。 审理中， 法院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任阿婆和张老伯的房屋噪声

是否超标进行了司法鉴定， 鉴定

意见认为， 任阿婆和张老伯房屋

的客厅、主卧、次卧的噪音数值均

超过标准限值。后来，周某某慑于

诉讼， 自行拆除了该“震楼神

器”， 然而已经给任阿婆和张老

伯的生活起居带来极大不便并因

此造成了损失， 法院经审理后支

持了任阿婆和张老伯的诉讼请

求， 判决周某某赔偿任阿婆和张

老伯租金损失 60000元。

据了解， 结合辖区现状， 六

里人民法庭所承办的涉老案件的

当事人很多居住于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所建造的老式公房、 工人新

村等房屋中， 该类房屋存在房龄

老旧、 住房密度较大、 居住空间

有限等特点。 近年来， 涉老相邻

关系纠纷案件数量亦呈上升趋势，

主要包括房屋漏水、 违章搭建、 公

共走廊堆物、 擅自改变承重结构、

改变入户门开启方向等。 此外， 震

楼器、 可视门铃等新类型纠纷亦开

始涌现。 该类案件虽标的额相对较

小， 但是因矛盾尖锐、 积怨较深，

审理难度较大。 部分老年人因受生

活阅历、 价值观念、 知识结构等因

素的影响， 执着于自己的认知， 举

证意愿消极。 庭审中， 部分老年当

事人存在情绪异常激动、 对立情绪

明显、 矛盾愈发激烈、 冲突不断加

剧、 庭审配合程度较差等情形。 在

房屋漏水等案件中， 时常发生房屋

漏水成因鉴定费用高于其房屋维修

费用的情形， 致使部分老年当事人

对此存有抵触情绪。 在新类型的震

楼器扰民等案件中， 往往存在事实

难查明、 证据难固定、 因果关系难

建立等审理难点。

1950 年 5 月出生的薛阿婆，

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 家住浦东

新区东书房路某室。 薛阿婆与凌

某甲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 婚初

感情较好， 后因生活琐事产生不

睦而离婚。 薛阿婆与凌某甲曾共

同生育一女名为凌某乙， 但凌某

乙已于 1982 年 3 月因病死亡。

法院经审理查明， 薛阿婆的父母

及其他近亲属也都于本案起诉前

去世。 此外， 薛阿婆于今年 4 月

26 日被法院认定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因此， 薛阿婆所在的

居委会向法院起诉， 申请作为薛

阿婆的监护人。 法院最终判决指

定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世博家

园北二居民委员会为被监护人薛

阿婆的监护人。

据介绍， 涉监护权特别程序

案件主要有申请指定监护人和申

请变更监护人两类。 申请变更监

护的原因不一， 主要包括监护人

丧失监护能力、 老年人不满意当

前监护人、 监护人侵犯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监护人不履行或未尽

到监护职责、 子女之间的矛盾和

不信任引发互相争夺监护权等。

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 “老年人

赡养更高龄老年人” “老年人监

护老年人” 等现象愈发常见。 实

践中， 在涉及老年人财产管理， 尤

其是房产、 大额存款等， 争夺监护

资格的情况较为突出， 因各方当事

人各执一词， 且被监护人已部分或

完全丧失行为能力， 其对自身情况

无法客观全面表述， 难以查明老人

的日常生活情况、 就医治疗情况、

钱款支出管理等情况。

此外， 实践中还发现， 在个别

案件中， 在法院已指定监护人后，

在监护人未出现侵害被监护人或其

他不适宜做监护人的情况下， 其他

子女反复起诉要求变更监护人， 极

易引发矛盾， 浪费司法资源和破坏

司法公信力。

婚姻家庭、继承类

纠纷占比超3成 相邻纠纷呈上升趋势，邻里关系易矛盾激化

特别程序案件比重较大，指定或变更监护分歧较大

完善“一站式”解纷机制 打造“大城养老”浦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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