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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妇联构建“2+2+1”妇儿维权新格局
分众分层 部门联合 机制创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 连芙萱

近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妇联的组织
协调下，连云港市公益心理服务中心的8
位志愿心理专家，每天都会抽出两个小时
集中研讨近期该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典
型案例，制订更加科学完备的方案，更好
服务该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

据悉，自今年6月份中心成立以来，
共开展心理咨询个案、团体心理辅导132
件，覆盖服务对象233人，受益家庭100
多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连云
港市心理服务中心是由市妇联牵头成立
的，已成功纳入连云港市民生实事项目。
通过建立连云港市公益心理服务中心这
一公益性平台，组建心理健康专业性、公
益性“娘家人”服务队伍，面向妇女儿童提
供公益性心理健康服务和心理健康宣传
工作，并针对弱势群体免费提供科学系统
的心理类医疗服务，为全市妇女儿童心理
健康保驾护航，进一步助力社会和家庭和
谐稳定。

据连云港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小

纯介绍，为切实维护全市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连云港市妇联以两项民生实事、两个
品牌工作、一个维权体系为依托，构建了

“2+2+1”妇儿维权工作新格局，公益心理
服务中心是维权新格局的工作内容之
一。“维权新格局的构建是连云港市妇联
立足部门职责针对妇儿所需，推动巡察整
改落实落细提升妇儿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有力举措。”

“两”项民生实事提升妇儿维权
服务力

今年以来，连云港市妇联成功推动
两项妇儿维权工作纳入市民生实事项
目。一项是成立连云港市公益心理服
务中心，另一项是开展“四级五进”妇儿
组合式维权服务。“四级五进”依托市妇
联牵头成立的“港城娘家人”妇儿维权
志愿联盟，由法官、检察官、专业律师、
公证员、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组成联
盟成员，配合四级妇联组织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村社、进家庭，开展法
律宣传、法律援助、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心理咨询等300多场次的“五进”维权

服务。进一步整合了维权资源，形成部
门联动合力，把维权专业力量送到妇女
儿童身边，扎实提高妇女儿童维权工作
效率，实实在在地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
后一公里。

“两”个品牌工作提高妇儿维权
精准度

为进一步实现妇儿维权服务的精准
化和有效性，市妇联强化分众分层服务意
识，针对妇女群体和女童群体分别推出不
同的品牌工作。

针对弱势女童群体实施“守护太阳
花”女童保护行动，联合9部门下发《关于
开展“守护太阳花”女童保护行动的通
知》，构建了部门联动、网格化云服务、机
制创新的工作格局，务实有效地守护女童
健康成长；以妇女群体为服务对象创设

“和安康乃馨”妇女维权助和项目，通过职
能部门联通、四级妇联联动，开展婚前教
育、婚姻家庭矛盾调解、家暴处理、心理疏
导和定期回访等婚姻家庭全链条服务。
多元协调成立“一室五中心”，建成100家
标准化“娘家人调解工作室”，使合法权益

遭受侵害的妇女儿童得到“一站式”维权
服务。

“一”个工作体系织牢妇儿维权
大网络

周小纯告诉记者，市妇联注重发挥
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席会议在
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推动解决妇女
儿童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等方面的重要
指导作用。及时调整联席会议组成人
员、工作制度和工作职责，以市妇儿维
权联席会议为依托，完善基层风险联
查、联合会商、信息联享、联合调研督
查、队伍联建等制度，深入推动各项制
度实施，横向加强部门合作，纵向统筹
四级妇联联动，线上动员和线下实施同
步推进，进一步构建妇儿权益大网格。
深化多元融合矛盾纠纷调处，创新平台
建设，创设工作方式路径，促进婚姻家
庭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治
理。依托外围组织链接外部资源，加大
对“港城娘家人”妇儿维权志愿联盟的
指导力度，组织心理、法律等社工志愿
团队共同做好维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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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全面铺开家事“微法庭”
“微法庭”是

应用“浙江全域数

字法院”建设成

果，在镇街、村社

和行业组织设置

的微型司法服务

站，将“一码解纠

纷”、移动微法院

等智能应用延伸

至基层，提供指导

调解、多元解纷、

线上诉讼、普法宣

传等司法服务。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原本是高高兴兴的搬家住新房，一场意外，
却让家住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的夏某，人生轨
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天，不到两岁的
儿子因直接吞咽桂圆导致窒息脑损伤昏迷，就
医等费用花费了近百万元。一年后，夏某和丈
夫何某商定将两人共同拥有的新房卖掉，给孩
子继续看病。谁料丈夫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将
变卖资金以公婆名义又购买了房产，并在今年
4月份提出了离婚。自此夫妻二人进入了离婚
拉锯战。

“在法院两次庭前调解均无结果后，我们
‘富春娘家人’婚调委帮扶团队接到了夏某的帮
扶申请。”帮扶团队负责人姜香儿介绍说。

经过走访、联系双方律师，帮扶团仔细分折
和研判：此案难度较大，涉及情、理、法的方方面
面，单靠帮扶团的力量无法解决，而且一旦解决
不好，有可能会激化家庭矛盾。

这时，帮扶团队集合法院、司法等力量，与
双方当事人齐聚位于矛调中心的家事“微法
庭”，针对三个核心问题展开了调解。

富阳法院驻矛调中心负责人金忠法官就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孩子抚养权等方

面，进行法律上的解读；姜香儿从家庭情感出
发，触人内心。历时三个小时，当事人愿意离
婚，并就共同财产分割、小孩抚养问题达成了
共识。随后，法院又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和民事
裁定书。

一个棘手的家事纠纷，在走向对簿公堂之
前，得以有效化解。“微法庭”中，法院专业指导
和婚调委专业化解相结合，强强联手，增强了调
解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提高了调解实效。

9月10日，在杭州市家事“微法庭”现场会
上，姜香儿讲述的这一典型案例，给与会者留下
了深刻印象。

什么是“微法庭”，“微法庭”工作进展如何，
什么又是家事“微法庭”……现场会上，这一系
列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据杭州中院副院长郎长华介绍，“微法庭”
是应用“浙江全域数字法院”建设成果，在镇街、
村社和行业组织设置的微型司法服务站，将“一
码解纠纷”、移动微法院等智能应用延伸至基
层，提供指导调解、多元解纷、线上诉讼、普法宣
传等司法服务，是人民法院参与基层治理的一
项创新工作机制。这一形式，被老百姓称为“家
门口的法庭”。

“目前杭州已建成村社‘微法庭’2886家，
覆盖率达97.8%，完成了应设尽设全覆盖，并逐
步延伸至物业、婚姻、金融等高频诉讼领域。”郎
长华表示。

就富阳区的数据来看，从去年6月至今年6
月，富阳区各乡镇（街道）纠纷类型中，情感类纠
纷均处于高位，有的乡镇甚至高达六成。再加
上，家事纠纷的伦理性、家庭生活的私密性以及
夹杂其中的情感纠葛、利益分配等，使得家事纠
纷相比其他纠纷更难处理。而此次组织召开现
场会，就是“微法庭”建设向行业领域拓展延伸
的第一站。

“在半年实践中，我们发现家事‘微法庭’发
挥出了‘1+1>2’的效果。”富阳区妇联副主席潘
菲在经验交流中如是说。作为试点，富阳区今
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建立了家事“微
法庭”。

妇联系统充分发挥底子清、家情熟的优势，
依托“富春娘家人”工作室开展情况摸排、分析
研判、适度调解，指导有需求的妇女群众做好在
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在线咨询服务工作；
法院系统发挥专业性、权威性的优势，依托微法
庭协同开展家事纠纷调解，为基层妇联提供法
律支撑。

“可以说，多元化调解工作机制尽可能把矛
盾化解在家庭、化解在基层，真正实现诉源治
理。”潘菲说。

依托家事“微法庭”，在诉前成功化解的有
房屋居住权引起的家事纠纷，因孩子探视权、抚
养费等发生争执动手的家事纠纷……数据显
示，在富阳，今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情感类纠
纷警情下降7.11%，家事纠纷类刑事案件下降
90%。

家事“微法庭”建设在杭州市全面铺开后，
杭州中院对各地也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
如，加强村社培养妇联条线上的“法治带头人”，
发挥领头雁作用，进而带动群众成为“法律明白
人”；在健全相关机制流程的同时，加大工作通
报、经验交流和成效宣传；法院要支持对婚调委
赋能，婚调委与法院共同化解家事纠纷；做好婚
姻家事行业调解的保障工作等。

“我们也要求全市妇联组织联动法院等有
关部门，以防范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为着力
点，协同推进家庭文明、家庭教育、家庭服务等
综合行动，把为家庭排忧解难作为为群众办实
事的重要内容，使家庭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作用更加彰显。”杭州市妇联副主席吕芬芳
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丽

张某某与孙某结婚17年间，一直处
于“要离婚”状态。双方均起诉离婚多
次，却因巨大分歧，迟迟不能离婚。多
年来，他们将大量的时间耗费在法院、
派出所、社区。如此焦灼的状态，让两
人身心俱疲，甚至令女方张某某有轻生
的念头。

最终，天津市妇联发挥“联”字优势，
让纠纷在他们身边化解，也令他们的生活
归于安宁。

张某某与孙某结婚时已48岁，系初
婚，而孙某是丧偶且带一女儿，双方结婚
后也未再生育子女。张某某认为自己与
孙某结婚后付出了全部心血，为缓解家庭
矛盾，娘家的拆迁款十余万元也给了孙
某。而孙某对自己的付出不但无视，还有
家暴行为。现其本人年老体弱多病，孤身

一人无儿无女，居无定所，退休收入偏低，
觉得今后的生活没有奔头了，来到市妇联
求助时情绪已近崩溃。

天津市妇联接访后，通过心理疏导平
复张某某情绪，同时引导张某某依法理性
解决婚姻矛盾。在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时，又指派法律援助律师依法维护其合
法权益。

历经两年多的时间，这起离婚案件
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张某某也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重新点燃了对未来生活的
信心，为此还专门送来了锦旗对妇联表
示感谢。

张某某离婚案件得以化解，得益于天
津市妇联充分发挥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
解机制，汇聚市、区、街乡镇各级资源和力
量，围绕婚姻家庭纠纷开展多元调处化
解，推动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
初萌。

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发挥“联”字优势，
广泛发动妇女群众、巾帼志愿者参与婚姻
家庭纠纷化解机制在“你”身边活动；就前
期排查的重点婚姻家庭纠纷问题，联动公
安、法院、民政等相关部门专业力量，集中
化解；为基层妇联干部发放维权工作手
册，助力提高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技能；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广泛宣传正确的家
庭观、沟通技巧、育儿方法等，助力婚姻家
庭纠纷预防化解。

围绕家暴、婚外情、遗产纠纷等重点
问题集中开展专项化解排查。发挥基层
妇联组织优势，会同村、社区网格员主动
排查存在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隐患，织
密矛盾纠纷排查网；用好数据信息共建
共享机制，及时发现报告矛盾隐患，预防
和减少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激化引发的
违法犯罪；对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及时排
查梳理，对困难家庭、高风险家庭定期走

访做好台账，并进行动态更新；依托维权
站、调委会、巾帼志愿者等力量，开展矛
盾预防化解及关爱服务，对案件跟踪回
访，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联合天
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员示范性培训班，促进调解员在
家事审判和化解家庭矛盾纠纷中发挥作
用，提升妇联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
和水平。

此外，天津市妇联与市委政法委联合
下发《关于开展“家庭平安我助力 矛盾调
处在身边——我的调解故事”征集宣传活
动的通知》，向各区各部门积极收集并报
送优秀事例或故事线索，联合新闻媒体进
行广泛宣传，弘扬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
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好典型；通过市
妇联官网、官微等平台发布女子学堂法
律、心理课程，截止到8月底，已播发69
期，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春霞

日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召开涉
家庭暴力离婚案件新闻通报会。该院对自
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今所审
理的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进行
梳理，发现最终被法院认定存在家庭暴力
的案件为21件，认定率为9.29%。

“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的审理难点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调解难，判决适用率
高；举证难，证据认定难；家庭暴力认定难，
认定率低。”顺义区人民法院牛栏山法庭庭
长胡泊介绍，“家庭暴力的概念在法律认定
与大众理解之间的偏差，是导致当前许多
家庭暴力类案件‘隐形’的根本原因。”

举证难是家庭暴力情节难以被法律认
定的主要障碍。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
证据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具有隐蔽
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而证据上需要
有效认定存在连续性的伤害行为，并将间
接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认可，审查
标准比较严格。

针对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存在的难
点，顺义法院本着权益保障、情感治愈、婚
姻家庭关系修复的思路，在该类案件的审
理中，不仅追求“案结事了”，更把“人和”作
为第一追求，探索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审
判的新路径，对受害者予以保护。“我们主
要采取了4个方面的举措，即设家事审判
法官，推行专业化审判；加大释明力度，完
善证据制度；探索新举措，保护受害人；构
建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综合解决机制。”胡
泊说。

据了解，在组成合议庭选用人民陪审
员时，顺义法院选用男、女人民陪审员各一
名，均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和妇女工作经
验。适度扩大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的
范围。对受害人没有证据且施暴人矢口否
认的案件，将未成年子女的证言和不愿意
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纳入依职权调取证据
的范畴。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事项，家事
审判法官主动熟悉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了
解当事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全面调取证据，
深入掌握案情，积极创造家事案件调解的
有利条件。

在保护受害人方面，顺义法院探索两
种新举措，即受害人信息保密、受害人保护
性缺席。对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获取的有
关家暴受害方的一切信息，如电话、住址等
严格保密，在诉讼阶段不将受害人的行踪
及联系方式告诉加害人，避免受害人在分
居的情况下再次受到加害人的威胁。

“在现有法律规定下，离婚诉讼原则上
要求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庭，这就有可能使
暂时摆脱暴力威胁的受害人重新处于加害
人的暴力威胁之下。”胡泊说，现行民事诉
讼法规定，离婚一方当事人确因特殊情况
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这就为受害人
保护性缺席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如果受害人有证据证明对
方存在家庭暴力，且自身处于极度恐惧之中，正常的开庭审理
可能导致受害人重新受制于加害人的，或可能使受害人的人
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的，经受害人申请，法院可单独听取受害
人口头陈述意见，并要求提交书面意见。案件开庭时，其代理
人可以代为出庭，而不必要求受害人必须出庭。

“家门口的法官+婚调专家”联手说法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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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纠纷化解机制在“你”身边
天津市妇联——

原新登法庭庭长俞忠和渌渚妇联工作人员利用家事“微法庭”调解夫妻离婚财产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