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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老人向法院诉请要求子女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多属

于此类情形。而导致“子女想回而不能回”的原因则多种

多样，路程远、工作忙、没假期是最常见的原因，对于这

种情形，父母大多表示理解。

对于“子女想回而不能回”的难题，其实有“探亲假”

可以化解。早在 1981 年，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职工探

亲待遇的规定》，其中明确，未婚员工探望父母的，每年

20 天假期；已婚员工探望父母的，每 4 年 20 天假期。

但在记者走访的人群中，九成以上的采访对象表示从

来没有休过探亲假。在少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探亲假

落实情况尚可，但在大部分单位，职工的探亲假会被“变

相”剥夺。而在民营企业，职工要休探亲假更是难上加难。

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表示，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很少给

予员工探亲假。

  老人不愿起诉是关键

为何有了法律“撑腰”，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益还是

得不到保障？据魏德熙分析，主要是可操作性方面还存在

一些问题。

首先是法院执行难，法律对于如何监管执行没有作出

具体规定。对于拒不执行回家探望义务的当事人，法院也

不能将其强行扭送到老人身边，只能通过罚款、执行拘留

等手段予以惩戒，但在司法实践中收效甚微。其次是取证

难。比如，要求子女探望父母时，要签单或提供一些证据，

这样反而会对亲情修复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在“精神赡养”方面，并未设

定具体的操作规则，更多的还是需要

子女自觉遵照执行。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人的

思想难以转变。”魏德熙说，老年人

接受的法治教育极为有限，维权意识

淡薄，“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根深

蒂固，再加上年老体弱无力奔波维权

等因素影响，多数老年人最终只能选

择默不作声。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老人不愿起

诉，是司法实践中的最大阻力。杨阿

姨的儿女均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

节才能回家团聚。“我也很想孩子们

多回来看我，但我不会因为他们不回

家看我而起诉他们，这是自己的家事，

闹到法庭上太伤感情了。”独居的杨

阿姨说。

虽然目前的司法实践效果不佳，

但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将“常回家

看看”入法既强调了伦理道德的正义

性，又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体现

了法的善意。同时，这一举动说明了

立法者在关注老年人物质保障的同时

还关注到了老年人的精神层次需求，

体现了立法的精细化和人性化，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进步。

“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人，

更多的是起到教育引导的作用。立法

后，通过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作

用，有助于弘扬‘孝’这一中华传统

美德，由外而内地引导人们自发助老

敬老，形成孝老爱亲的良好风尚。”

魏德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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