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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社会力量共同发力

“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

江苏省今年将新建100家省级儿童“关爱之家”

■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罗沙 徐壮

“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一句源自歌
曲《正义之道》的歌词，这两天被网友们频频打
在了公屏上。

究其原因，是一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于
近日迎来重要进展，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的判决
大快人心。人们在微信评论、微博中热烈点赞。

2月2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
刑命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百香果女孩被害案”凶手杨光毅执行死刑。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一波三折，引起激烈
讨论。从一审死刑到二审改判死缓，再到最高
法调卷审查作出再审决定，最终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杨光毅死刑，这个纠偏的
过程，也是正义伸张的过程。

本案的最大争议，是被告人的自首行为是
否能够获得量刑上的从宽。

这里要给大家划个重点：虽然我国刑法对
自首有“相对从宽”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自首
必减”。

正如最高法复核认为，原审被告人杨光毅
的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情节
特别恶劣，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深，人
身危险性大。综合考虑杨光毅所犯罪行的性
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杨光毅的主
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自首的具体情况，不足以
对其从宽处罚。

俗话说，法理不外乎人情。一个活泼可爱
的小女孩被残忍地伤害致死，既违国法，更逆人
情，严重挑战伦理道德底线。“不从宽”的裁判体
现了法律刚直不阿的一面——司法作为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符合法律程序
的基础上，还要确保刑罚裁量公平适当、合乎情
理。这不仅是对公民朴素正义观的有力肯定，
也是对全社会法治信仰的坚决维护。

该案之所以判决“自首不从宽”，还因为社
会影响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违法犯罪的社会
影响，是判决时比自首行为更加重要的考量。
严肃的判决，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
——我们共享共守的秩序。

法治捍卫公序良俗，也向人们传递着良善
的价值观。前不久党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
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说得好：建设信仰
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
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司法有力量、有温度、明是非，才能获得人
们真诚的信仰，才能为长治久安奠定基石。

好的司法裁判是一场与民意的良性互动，
如同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培育着人们的法治精
神。让我们用刑法达人罗翔老师的话共勉：

愿你我都成为点亮法治社会的“正道之
光”。

■ 史敬阳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男方婚内出
轨，女方诉请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离婚案件，判决准予双方离
婚；婚生女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1500元，
至婚生女18周岁时止；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精神损害赔偿
金1万元。

李某与高某原系夫妻关系，李某认为高某存在婚内与
他人同居的行为，故将高某诉至法院，要求双方离婚；婚生
女由李某抚养，高某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赔偿精神损
害10万元。

原告李某诉称，双方于2013年登记结婚，2015年生育
一女。婚后被告一直在外地做滴滴司机，家庭开支主要由
原告及其父母负担。被告常年在外地与第三者同居，婚内
出轨多年，原告一直尽职尽责地照顾公婆、抚养女儿。原告
因被告的出轨行为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对被告彻底失去
信心，夫妻感情彻底破裂。

高某辩称，同意离婚，希望法院判决婚生女由其抚养，
可以不向对方主张抚养费。原告所说的婚内出轨不属实，
只是正常的朋友交往。

李某向法庭提交了其与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派出所
出警单及照片。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高某认可，庭审中
高某自认与其他女性有非正常交往。派出所出警单显示在
凌晨3时许，民警到高某所在房间，发现屋内床上有一女
子。照片显示高某与该女子举止亲密，关系超过正常交往
限度。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高某虽系自主结婚，具有一定
的感情基础，但双方在共同生活中产生矛盾，导致夫妻感情
破裂，现双方均同意离婚，对此法院予以准许。对李某提出
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从派出所出警单、照片及微信聊天记
录可以看出，高某与其他女性存在超过正常限度的交往，在
婚姻中存在过错。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
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
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李某作为无过错方，在离
婚时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故法院对李某的该项请求予
以支持，具体数额酌情予以判定。

关于子女抚养问题，婚生女尚年幼，现随李某一起生
活，鉴于高某婚内出轨，存在过错，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
成长的角度考虑，由李某抚养更为适宜，抚养费数额结合具
体生活标准、婚生女的生活需要以及高某的支付能力酌情
予以判定。

最终，法院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
案判决已生效。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茹希佳

在刚刚结束的江苏两会上，今年省
政府民生实事明确，全年新建100个省级
儿童“关爱之家”示范项目，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整合资源，打造出暖心、贴心的

“关爱之家”。
江苏有1400多万儿童，其中50多万

是困境儿童、14.6万是留守儿童，如何织
牢保障网，守护他们的成长？中国妇女
报·中国妇女网记者了解到，江苏已开展
了一系列行动。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儿童
“关爱之家”，秉承着“同片蓝天下，共筑
温暖家”的服务理念，对困境儿童的帮扶
不仅是单方面输出，更希望促成他们的
成长。

辖区内困境儿童小鑫（化名）今年15
岁，在扬子一中读初三，他的父亲早年去
世，母亲也已经失踪多年，一直陪伴他生
活的外婆也在不久前去世。孩子主动求
助“关爱之家”工作人员，在和他的沟通
中了解到，他不想被送去儿童福利院生
活，想要找到自己的亲戚作为监护人。

得知孩子的诉求，“关爱之家”工作
人员立即联系街道社会事业办、社区、派
出所，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很快联系到
了他远在贵州的大舅。得知孩子的请求
后，大舅不远千里来到南京照顾他，最终
顺利完成了监护人变更。

在外婆刚去世的那一段时间，小鑫一
直走不出哀伤的情绪，在工作人员的悉心
陪伴下，他逐渐走出阴霾，主动参与社会
实践活动，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和热情。

如今，小鑫已经成长为“关爱之家”
的一名小志愿者。他利用寒暑假时间参
与志愿服务，来参加活动的孩子大部分
都认识他，并且给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昵
称“学霸哥哥”。他有时候也会向其他困
境儿童分享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不要
灰心，勇敢地面对生活挫折。

江苏省民政厅儿童福利处处长孙才
洋告诉记者：“我们将推进儿童‘关爱之
家’在全省乡镇街道全覆盖，发挥儿童

‘关爱之家’‘最后一米’的服务平台作
用，让包括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在内
的广大未成年人健康茁壮成长。”

据记者了解，目前，江苏全省已建成

618个儿童“关爱之家”，为困境儿童、农
村留守儿童和有需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
导、文体娱乐、心理疏导、法治教育、家庭
关系调适等关爱服务。其中，2020年建
成200个儿童“关爱之家”，其中苏南53
个、苏中25个、苏北122个。

民生无小事，实事暖人心。江苏各
地充分利用学校、社区、“少儿驿站”等现
有资源，融合民政、妇联、关工委、文明办
等部门力量，深化服务内涵，引入专业社
会组织开展多项服务。

无锡新吴区在江溪街道“关爱之家”
组建了一支儿童防性侵公益服务团队，
其中包括 13名通过考核的持证讲师、
200名固定参与助教与摄影的志愿者，重
点开展针对困境儿童的个案服务走访，
特别针对女童保护开展服务，以“普及、
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
儿童，远离性侵害。

泰州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与公益志
愿相结合的方式，借助“关爱之家”阵地，
举办“青仔公益暑托班”，弥补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失管、失控的“空窗期”。

徐州市丰县在“关爱之家”启动“益

路童行”“慈爱童行”“励志童行”“阅读童
行”等系列项目，对全县2511名农村留守
儿童，采取专业社工“一对一”帮扶，实现
服务全覆盖，关爱“点对点”。

盐城市盐都区先后投入1100多万
元，在全区14个镇（区、街道）、89个村
（社区）设立了集亲情视频、心理辅导、阅
读、娱乐、法治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儿童

“关爱之家”，并整合各方资源，设立村居
儿童督导员专项考核资金50万元/年，区
12349民政服务热线增设儿童关爱服务
模块，24小时不间断提供关爱服务。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假期
普遍存在的亲情陪伴、素质提升、课余活
动等方面的需求，江苏省民政厅联合团
省委研究设计项目，在暑期利用“关爱之
家”开设“爱心暑托班”省级示范班，面向
12个省定帮扶县，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提供思想教育、课业辅导、素质提
升、安全守护、心理疏导等一系列关爱服
务活动，让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多彩假期。
据统计，全省共举办暑托班775场次，覆
盖34183名事实孤儿和困难留守儿童。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许真学
■ 通讯员 李伶俐

“梁姐，咱们妇联这边接到几起家事
纠纷需要与法院共同解决，你看今天碰面
方便吗？”2月5日，重庆市荣昌区妇联主
席陈静黎一通电话打给了区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区妇联执委梁远平。

像这样妇联与法院之间的通话，在荣
昌区十分常见，尤其是荣昌区“家事少年
纠纷解决中心”成立后，妇联与法院之间
的联系更为紧密。

当天，区妇联与区法院还就下一步工
作达成一致，今年双方将保持更紧密合
作，共同建立家庭纠纷流动调解队伍，走
进各镇街、各村社院坝，为家庭纠纷调解
提供流动的“一站式”服务。

据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了
解，2020年1月，围绕着化解家庭矛盾纠
纷，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推动全区良
好家风建设，由荣昌区法院主导，司法、行
政、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家事少年纠纷
解决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成立，

“一站式”服务让家事少年纠纷得到更便
捷、更有效解决。

“一站式”服务让家事纠纷和平
解决

中心设有家事少年审判圆桌法庭和
家事远程调解室以及21个功能室，家事

纠纷可以在这里一站解决。
中心成立以来，梁远平处理的案子

里，刘小奕家的案件最为紧急。刘小奕丈
夫陈强长期在海上工作，她起诉希望能结
束这段婚姻，陈强回家后听到母亲和姐姐
用刺激性言语说起怀疑刘小奕出轨的
事。“如果你们在这种情况下都要判离，那
她一家人也别想好过。”第一次到法院，陈
强眼露凶光。

“不管传言如何，如果我是你的母
亲，我一定不愿意提及此事，更不会嚷嚷
得人尽皆知，因为受伤的是我儿子。如
果你再去犯罪，那我就更伤心。”听到这
句话时，陈强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慢
慢地，眼神渐渐趋于平静。在观察到陈
强有寻找帮助的意愿后，梁远平乘机开
导他。一番真诚谈心后，陈强卸下心里
的包袱，最终在调解员和心理辅导师的
帮助下，双方和平分手。

“很多刑事案件都是由家事案件引发
的，我们宁愿多做调解，也不愿多亮法律
的冰冷刀。”为最大限度推动家事纠纷更
和平地解决，中心汇聚专职司法力量建立
了离婚、抚养、继承等纠纷工作组，并引入
区司法局、区妇联、区教委等牵头建立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
会、青春健康委员会等力量和家事调查、
心理疏导、社区服务等社会力量，三方力
量共同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

为化解家庭矛盾纠纷，中心还建立了
“爱心学校”，面向接受调解的家庭开展讲

座，教会他们如何为人父母，如何有效沟
通。

“五员一师”保障妇女儿童利益

前不久，黄兰为中心送来两面锦旗，
一面感谢法院承办法官龙静帮助她维护
了权益，一面感谢梁远平在危急时刻出手
帮助，让她心无愧疚。

黄兰与丈夫王勇2008年结婚，结婚
十余年来男方身体一直不好，家里也因为
婆媳矛盾等磕碰不断。2018年，黄兰与
王勇矛盾激化提出离婚，之后她才发现，
王勇早就将登记在他名下的夫妻共有的
一套安置房低价卖给了母亲。黄兰先就
房屋买卖合同起诉，后又起诉离婚。

负责本案的法官龙静多次相邀双方
进行调解，但都因王勇母亲坚决不同意未
能成功。案件正式审理那天，双方说到激
动处，王勇突然发病晕倒失去意识。龙静
一面让书记员与代理律师拨打120，一面
求助梁远平。梁远平到达后，立即展开施
救，扶正王勇、掐住虎口，不一会儿，王勇
在感知虎口疼痛中醒来。

经此一事，王勇母亲一改之前的态
度，“你救我儿子，我相信你，我们接受调
解。”在梁远平的努力下，双方坐下来接
受龙静的调解，最终达成一致，房屋折算
后还掉夫妻共同债务，王勇补偿黄兰7
万元。为保护双方利益，转账当天，龙静
还带着助理、书记员共同到场辅助他们

完成后续事宜。
“如果不是你们主持公道，我拿不回

属于我的财产；如果不是你们及时相救，
我恐怕会终身愧疚。”案件结束后，黄兰为
中心送来两面锦旗。

中心法官助理杜文广告诉中国妇女
报?中国妇女网记者，为推动案件顺利开
展，保障妇女儿童利益，中心引入了调查
员、调解员、观察员、人民陪审员、司法廉
政监督员和心理咨询师，根据案件需求调
用。调查员多由各镇街司法所工作人员
构成，主要为调查事实，调解员多由区妇
联干部及各镇街妇联干部构成，观察员则
有法官，也有妇联干部等。

记者看到，在中心设立的亲子活动区
域，有一面特别的镜子，从镜子内部往外
看，可清楚地看到整个活动区域的情况。
原来，离婚案件中双方经常争抢孩子的抚
养权，涉及8岁以下不能表达清楚自己想
法的孩子，法官便会让他们到这里进行亲
子互动。观察员通过这面镜子，观察孩子
与父母谁更亲。“2岁以上孩子我们倾向
将孩子判给更亲密的一方，把对孩子的伤
害降到最低。”梁远平说。

据悉，中心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
底，已受理各类家事案件 669件，审结
650件，无一人判后上访。此外，开展诉
前调解案件695件，诉前调解成功61件，
撤诉47件，诉前化解率15.54%，有效化
解了各种家庭矛盾纠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男方婚内出轨
女方获精神损害赔偿

为让春节不返乡的
外出务工人员安心“就
地过年”，湖南常德津市
组织 1800 多名志愿者
与留守儿童、空巢老人
家庭定向结对，给予他
们生活照料、心灵关爱、
应急救助等帮扶，陪伴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温
暖过年。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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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7 日，杨佳
鑫（右一）和杨思怡（右
二）在湖南常德津市同
乐堡村家中通过志愿者
的平板电脑和在广西打
工的父亲视频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