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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金色观察

家事公证离我们远吗

  为什么选择家事公证

未生育的张某与育有子女的刘某再婚后

共同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张某开始担心将

来的养老问题。经过考虑，他打算与自己的

侄女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由侄女照顾他，等

他去世后，将自己的房子过户给侄女。

协议简单，背后的工作却不容易。房屋

是不是共同财产？涉及的各方想法如何？“我

们在进行调查的同时，还与张某的再婚配偶、

侄女、侄女的配偶及父母等都进行了沟通。

协议签订后，继续跟进做好监督执行。”昆

明市明信公证处朱宁办公室负责人朱宁说，

“一方是否履行扶养义务、另一方去世后约

定的财产是否可执行，是遗赠扶养协议的关

键，我们要最大限度保证协议可执行。”

相比其他公证，家事公证尤其是遗嘱方

面的公证更容易出现后续纠纷。遗嘱人往往

因为不懂法、分配方案不公平，导致遗嘱出

现瑕疵、无法执行，造成继承人为此对簿公堂，

亲情破裂。

 “我们遇到过不少类似的情况：明明是

女儿照顾老人，但老人却想把遗产全留给儿

子。我们会站在公平、中立的角度对他进行

疏导，告诉他这样的遗嘱可能引起纠纷，让

孩子寒心。”云南省公证法律服务专家库专家、

昆明市真元公证处副主任赵娅帆说，进行公

证遗嘱，公证员既要综合设计方案，让当事

人实现对人、对财产的合法合理规划，还要

确保可执行性，最大程度避免遗嘱无效以及

后续纠纷。这也是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

在法律效力相同的前提下，越来越多人愿意

选择公证遗嘱的重要原因之一。

“预防纠纷、减少诉讼是公证的职能优

势。我省家事公证服务从设计公证方案开始，

就力求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最大程度实

现便民利民惠民。”云南省司法厅公共法律

服务管理处处长马红说。

 目前，云南省开展的家事公证服务主要

有与婚姻家庭相关、与养老相关、与遗产相

关等三个系列多项服务，并开展了绿色继承、

温情遗嘱等特色服务，创新推动家事矛盾纠

纷源头化解。2023 年，全省共办理各类家事

公证 8万余件。

不少人认为，自

己可能一辈子也不会

跟“公证”扯上关系。

事实上，随着社

会发展，公证中的家

事公证已成为服务人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重 要

“工具”。那么，家

事公证究竟能为我们

做什么？怎样用好这

个“工具”？昆明市国正公证处送法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