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十万个怎么办·法规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年人十万个怎么办·法规篇》

13位ISBN编号：9787508742892

10位ISBN编号：750874289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页数：26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老年人十万个怎么办·法规篇》

前言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们普遍地认识到
：多交朋友、广结善缘，对个人、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对老年人而言，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的重要
性显然也不言而喻。《老年人十万个怎么办》科普丛书《社交篇》的编撰出版，可谓应运而生，意义
重大。从本质上来讲，进行社交乃是人的主要特点。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一
个人假如不与其他人进行社交，那么他不是神，就是兽。”用科学的眼光来看，老年人之间的社交，
不仅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需要，而且也是适应其个人自我完善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老年人往往更需要参与社交活动。而具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则是老年人立
足于今日社会，并求得个人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一般而言，社交对老年人的基本作用有五：其一，
传递信息；其二，交流情感；其三，丰富思想；其四，结交朋友；其五，提升自我。所谓“凡事皆有
一定之规”，老年人要参与社交，并且使自己的社交活动得以顺利地进行，自然就要自觉地遵守有关
社交的规则。与此相关的社交规则，就是所谓社交礼仪。因此，学习社交礼仪、应用社交礼仪，对老
年人而言，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学习、应用社交礼仪，首先需要端正认识。站在不同的角
度上，可以对社交礼仪这一概念进行种种不同的解释。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社交礼仪可以说是一
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说，礼仪即教养。荀子就曾强调“礼者，养也”。从道德的
角度来看，社交礼仪可以被界定为人们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或曰标准做法、行为准则。孔子认为“
礼也者，理也”，即社交礼仪乃所谓做人之道。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社交礼仪可以说是人们在其人际
交往中所适用的一种交往艺术，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交方式或具体的社交方法。按照孟子的说法是“恭
敬之心，礼也”。从民俗的角度来看，礼仪既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必须遵行的律己、敬人的习惯形
式，也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所谓“约定俗成”，“礼出
于俗，俗化为礼”，简言之，礼仪是待人接物的一种惯例。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种人
们在人际交往中相互沟通的技巧。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美。它实质上就是人的
心灵美的必然外化。了解上述各种对礼仪的具体诠释，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社交礼仪的理解，并且有助
于老年朋友们更为准确地对社交礼仪进行把握。概括地说，社交礼仪，可被界定为人们在各种各样的
社交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者对老年朋友们来说，它是老年人的日常交往之规。作为老年人交
往之规的社交礼仪的具体内容有二：其一，是律己之规。它主要包括对老年人自身的言谈话语、举止
行为、仪容仪表、穿着打扮等方面的规范。它也被称为“形象设计”，其二，是敬人之道。它主要包
括老年人在其面对交往对象时的基本技巧。社交礼仪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视，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发挥许
多重要的功能。社交礼仪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在社交活动中，社交礼仪的应用往往是衡量一
个人文明程度的准绳。它不仅反映着一个老年人的社交技巧与应变能力，而且还反映着老年人的气质
风度、阅历见识、道德情操、精神风貌。由此可见，学习、运用社交礼仪，有助于真正地提高老年人
个人的修养，有助于真正地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交礼仪有助于人们美化自身，美化生活。管
仲说过“礼仪者，尊卑之仪表也”。而老年人欲他人敬之，首先须自尊也。个人形象，实际是一个人
仪容、表情、举止、服饰、谈吐、教养的集合。社交礼仪在上述诸方面都有自己详尽的规范。因此，
学习、运用社交礼仪，无疑将有益于老年人更规范地设计和维护自己的个人形象更充分地展示自己良
好的教养与优雅的风度。社交礼仪有助于促进社交活动，改善人们的人际关系。有道是：“有礼走遍
天下。”这句话，讲的其实是人们在其具体的社交活动中懂规矩、讲礼仪的重要性。社交礼仪有助于
净化社会风气，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般而言，人们的教养反映其素质，素质又体现于细节
，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反映现代人个人教养的社交礼仪，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一个人、一个组
织、一个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社交礼仪水准如何，往往反映着这个人、这个组织、这个城市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明水平、整体素质与整体形象。古人曾经指出“礼仪廉耻，国之四维”，
将礼仪列为立国的精神要素之本。而在日常交往之中，人们早已意识到“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
成，国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人们普遍而自觉地遵守、应用社交礼仪，将有助于净化社会的空气
，提升个人乃至全社会的精神品位。在我国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就曾明确地将“明
礼诚信”规定为我国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
行为美、环境美。这些内容，与社交礼仪完全吻合。因此，提倡社交礼仪的学习、运用，与推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可谓殊途同归、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这种社会主义的礼治，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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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是不可或缺的。在学习、运用社交礼仪时，老年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应当如何对其具体
地加以操作？老年人在其具体操作社交礼仪时，需要掌握行之有效的方法。一般而言，它主要涉及“
有所不为”与“有所为”两个互相联系的不同方面。一方面，老年人必须明确“有所不为”。所谓“
有所不为”，即具体操作社交礼仪时，老年人首先需要注意“不能做什么”。另一方面，老年人必须
尽力地“有所为”。所谓“有所为”，即具体操作社交礼仪时，老年人应当了解“需要如何做”，或
者“如何做得更好”。总之，在具体操作社交礼仪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有所不为”，是老
年人平时人人皆须力戒的；所谓“有所为”，则正是老年人平时所需要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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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谢某是一位工程师，2002年取得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该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含量高，是厂
里的核心机密。谢某因病去世后，其妻子、女儿向法院起诉，请求专利设计报酬费40万元，并一次性
支付。该项请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十
八条的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专利
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实施发明创造专利后，每年应当从实
施该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2％或者从实施该项外观设计专利的营业利润
中提取不低于0.2％，作为报酬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或者参照上述比例，给予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一
次性报酬。谢某去世后，该报酬作为他依法享有的财产权，根据继承法规定由其妻子女儿继承。一审
法院遂作出判决，谢某所在的工厂向谢某的妻子、女儿支付一次性专利报酬25万余元。 知识产权对推
动全人类文化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已日益为人们所公认。
当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以后，其财产权应该能够作为继承的客体。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公民的著作
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属于遗产的范围，能够作为继承的客体。 吴老爹有两子大吴与小吴。吴老爹
与小吴一家共同生活，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小吴所在户以家庭承包方式共承包土地4亩，其
中含吴老爹的份额1亩。此后，小吴一直耕种此1亩承包地。2007年3月，吴老爹去世，这1亩承包地继
续由小吴耕种。2008年5月，大吴认为父亲的1亩承包地应当由兄弟两人平分，向小吴讨要未果，遂将
小吴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小吴分割0.5亩土地给大吴耕种。这项请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家庭承包
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家庭承包是以农户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农村土地承包
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
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
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当承包
的农户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时，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不发生继承的问题。吴老爹
与小吴一家作为一个农户签订承包合同，吴老爹去世后，不影响该农户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大
吴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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