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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报播

多措并举排查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昆明市五华区妇联维权工作广度深度不断拓展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在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反家暴一站式
服务中心的法律援助下，美玲（化名）终于挣
脱了丈夫的暴力束缚，经法院判决离婚，并
顺利争取到3个子女的抚养权。

这源于五华区妇联化解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的努力。近年来，五华区妇联以促进家
庭平安、社会和谐为主线，整合资源、延伸触
角、强化联动、创新载体，扎实推动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荣获2020年云南
省“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依托三级网络夯实“源头预防”

“围绕‘平安五华’建设目标，区妇联把
做好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作为
妇联联系群众的切入点和主要抓手，从宣传
教育、摸底排查、纠纷化解、婚姻家庭和谐关
系指导及心理咨询疏导等多个方面着力。”
五华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彦告诉中国妇
女报全媒体记者。

据悉，依托区、街道、社区妇女儿童维权
三级网络，五华区妇联严格执行信访预警、
预报制度，探索引入律师、心理咨询师专业
力量联合调解机制，畅通和拓展维权途径。
推行昆明市首家志愿律师每周定期到街道、
社区为妇女群众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建立了
区妇联定期轮值参与接访制度，积极配合区
检察院、区民政局、区司法局（所）等部门，开
展多元化救助、调解工作。

为夯实“源头预防”，各级妇联依托“妇
女之家”和“家长学校”定期开展法律和平安
知识、安全防范措施、矛盾纠纷排查、好家风
好家训“四进”家庭等宣教活动。同时，发挥
示范家庭引领作用，创建全国、省、市、区级

“最美家庭”129户，市、区“平安家庭”1063
户，“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及“妇女儿童法
律援助中心（维权岗）”5个。

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还对发现的家暴行
为第一时间介入，积极参与配合家庭暴力典
型案件的取证等工作，并充分调动和发挥

“爱家”妇联、楼（宇）院妇委会、“老姐妹帮扶
团”等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以“娘家人”的情
怀及时为受暴妇女提供心理疏导、经济救助

等人文关怀。

实现部门联动、综合调处、多元
解决

“绿、蓝、黄、橙、红”，在五华区，这五种
颜色代表着五种不同的家庭预警。

据介绍，五华区现有家庭501121户，
妇联已入户排查414691户，对排查出的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运用五色预警进行造册登
记。在这样的努力下，区、街道、社区三级妇
女维权岗成功调处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65起，无重复访和越级访情况，形成了横向
部门联动、纵向层层落实、多渠道综合调处、
多元化解决问题的工作格局。

李彦介绍，区妇联一方面充分发挥“联”
的优势，主动争取政法部门的支持和配合，
联动公、检、法、司以及民政、卫健、住建等部

门，建立健全“四级联动、分级包保”维权网
格，形成主动参与、相互支持、齐抓共管的格
局。

另一方面做到“三个纳入”，将婚姻家庭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妇联工作的重
要内容，同安排、同推动、同落实；纳入“平安
家庭”创建工作重要内容，对各街道妇联进
行工作督导检查；纳入普法工作重要内容，
推动基层妇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关口
前移。

突出“三个结合”。全区各级妇联组织
在日常工作中用好“1+10+N”网格模式，
将日常排查与风险评估相结合、重点排查
与建立“一户一策”相结合、滚动式排查与
动态管理相结合，运用“看、听、问、帮、报、
想、讲、记”八字维权工作法开展摸排工作，
努力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预警、早调
解”，并做好后续跟进和回访工作，巩固调

解成果。

不断实施项目化、搭建新平台

五华区妇女高某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儿子离婚、去世，丈夫去世，巨大的家庭变
故让她不堪重负。为维持生计，高某不得不
变卖名下房产。因两套房产孙女郑某均享
有继承权，她和孙女的母亲（监护人）李某商
量房产继承一事，但李某一直拖着不办。

无奈之下，高某找到昆明市五华区法律
援助中心请求帮助，中心第一时间对高某的
申请事宜进行研判，开启绿色通道，当日受
理、当日审批、当日指派。承办律师从情、
理、法入手，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双方的纠
纷最终迎刃而解。

据了解，五华区妇联把“实施项目化”作
为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重要载体，不断
搭建维权服务新平台，实现多元化参与社会
治理。

充分发挥昆明市首家“五华区反家暴一
站式服务中心”、家暴受害妇女儿童临时庇
护所“栖息小屋”以及联合家事调解小组作
用，着力打造“政府+社工”专业维权服务平
台。“一站式服务中心”已为104人次受家暴
的妇女儿童提供2579天全天候服务。

今年4月，五华区妇联与区司法局联
合，依托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立云南省首
家“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站”，目前已为5
起当事人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调解服务，
引导建立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
关系。

同时，实施云南省首家“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项目”。开通五华区妇联

“5×12小时维权关爱热线”“关爱直通车”
“惠民地图”，提供线上法律、心理咨询解答
及办事指导的一站式服务，联动司法、民政、
公证等各部门力量，对辖区内风险家庭或突
发个案及时开展化解调处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围绕主
责主业，强化源头疏导，坚持不懈地探索家
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新思路、新途径，共
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以家庭平安促进
社会平安，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李彦
说。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黄筱 庞梦霞

“先美丽，后买单”“0利息0首付变美
丽”，这些充满诱惑的广告，吸引了不少想做
医美却囊中羞涩的消费者。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些
医美机构以低息甚至无息诱骗消费者办理

“美容贷”，但实际上有的贷款利率高达百分
之三十多，有的人变美未成却背了一身债。

“美丽无忧”的宣传下陷阱重重，
学生是目标人群

一些医美机构往往用“超低价”的优惠
广告吸引顾客：1元钱的小气泡深层清洁、
脱毛体验价1元起、9.9元的祛痘套餐……
原价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医疗美容服务往
往标出“白菜价”，而当消费者走进医美机构
时却被推销费用高昂的项目，再进一步推荐

“美容贷”。
记者在浙江对多家医美机构走访调查

发现，不少医美项目价格高昂，动辄上万元，
几个项目做下来甚至会超过10万元，几乎
每家机构都能办理医美项目贷款。

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一家医疗美容医
院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顾客有分期付款的
需求，机构肯定会愿意牵线搭桥，帮助求美
人士“花明天的钱，圆今天变美的梦”。

这位客服人员称，贷款1万元分12期
付款，每个月支付的利息约80元至100元，
分期时间越短利息越少。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这样的“美丽”
并非无忧。

四川的刘女士被低价医美项目吸引，在
一家医美机构办了两年期的“美容贷”，做了

“提眉手术+抽脂肪填充全脸”手术后出现
两眼不对称等问题。在讨说法的过程中，医
美机构不愿赔款，双方多次发生冲突，刘女
士一边投诉维权，一边还得按月还贷款。

“被诱导办下‘美容贷’，后悔不想做了，
却被医院告知要扣5%利息，可以维权吗?”
此类求助信息在一些网络平台并不鲜见。

杭州市滨江区公安机关曾处理过一起
报案，一医疗美容诊所以“申请美容贷款支
付手术费且无须还款”“贷款后有返利”“贷
款逾期不计入个人征信”等虚假承诺为诱
饵，诱骗受害人办理贷款做美容。

大学生是医美服务的一个目标消费群
体。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互联网金融
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
同发布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
通知》规定，不得向无收入来源的借款人发
放贷款，也就是说不能给无收入来源的大
学生办理“美容贷”。但在巨大利益驱动
下，部分贷款平台违规向学生群体放贷。

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平台很乐意
借钱给学生做医美，学生的社会经验和金融
知识不足，很容易被低息、零息的宣传诱
惑。“学生借钱还不上，可以找家长和学校，
他们跑不了。”

牟利伎俩：宣称低息实为高利，
收取各种隐形费用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许多消费者投诉医
美机构、消费金融公司隐瞒费用、高额利息、
高手续费。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医美机构在宣传分
期付款时，往往以低息吸引消费者，实际上
利息远远高于国家规定贷款利率。有的平
台甚至宣称0利息，实际上会收取各种手续
费。一些贷款条件初看起来似乎很合算，但
实际操作中，医美机构和金融平台往往以各
种名目收取额外费用。

“有的平台向消费者宣传利率3%，如果
该利率是月利率，实际年化利率超过36%，
已经属于高利贷了。”福建谕维律师事务所
执行主任李帆介绍。

今年初，消费者林女士投诉被某消费金
融公司收取了“砍头息”。为了做医美，林女
士于2019年7月办理了总额5万元的贷款，
共分24期，每个月利息690元。

但是，除了上述利息，林女士发现，办贷
人员通过手机端操作，还另外收取了所谓

“灵活保障服务费”和“客户服务费”共计
2000余元。林女士表示，除了办理贷款之
外并未享受到任何服务，而且这两笔费用在
纸质合同上未体现。

“这种情况很常见。”福州某医美机构创
始人吴兵（化名）表示，金融机构收取的所谓
各类服务费用，实际就是放贷前从消费者本
金里面扣除一部分钱，通过隐形收费实现高
额利润。

很多消费者吐槽被“美容贷”套路的遭
遇：有的人本想做个几百元的光子嫩肤，却
被推销下单购买几万元的美容项目。当消
费者因高价犹豫时，推销员则展开攻势忽悠
顾客办理“美容贷”。有的甚至直接拿起顾
客手机操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
理了贷款。

“美容贷”投诉多，多地重拳整治

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美容美发类投诉
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021 年上半年
16459件，同比增长60%，投诉量位居服务
类投诉的第五位。

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印发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决定于2021年6
月至12月联合开展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

专项整治工作。
6月初，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发文倡

议规范医疗美容相关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要求金融机构不与任何不法医疗美容机构
开展合作，不向任何不法医疗美容机构客户
提供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

多地开展相关整治行动。浙江银保
监局重申监管要求：严禁银行机构与无贷
款业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展“医美
贷”业务，严厉打击涉及医疗美容行业“套
路贷”的行为；加强对医美行业相关融资
的风险管控，审慎把好准入关和贷后管
理。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谨慎选择“美容贷”，
理性评估风险，认清自身经济状况、还款能
力。签订网贷合同时，注意审查贷款合同中
关于期限、贷款利率、逾期及违约金条款，防
止被贷款机构以逾期违约等名目加重还款
负担，不让他人代为操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任然

近日，为提高全市未成
年学生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有效预防未成年学生
犯罪，提高中小学法治工作
水平，成都市教育局和市检
察院正式启动联合举办的

“守护未来”成都市中小学法
治教育宣传实践活动。

成都市委教育工委委
员，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马海军表示，市教育局
和市检察院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从队伍建设、课程开
发、课题研究等多方面，探索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新方法、
新路径，形成法治教育工作
合力。市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钱小军指出，市、县
两级检察机关将携手教育部
门，搭建起检教共建平台，面
向学生、老师、家长等不同群
体开展多元化的法治宣传教
育实践活动，持续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启动活动现场，与会领
导和嘉宾为首批法治教育专
家颁发了聘书，为第六届全
市中小学生“学宪法 讲宪
法”演讲比赛获奖学生代表
颁奖。

据悉，“守护未来”成都
市中小学法治教育宣传实践
活动将充分发挥教育部门、
检察部门各自职能，深化合
作，通过共同努力，增强未成
年学生法治意识、法治观念，
建立法治教育长效机制。

“我们教检两家将从健
全组织协调、会商研判、检察
建议落实等机制入手，包括
建立入职查询、强制报告、公
益诉讼线索发现、困境儿童
保护等工作制度，及时解决
未成年人保护中发现的问
题。”成都市检察院第九检察
部（未成年人检察部）负责人
丛林说道，“此外，我们检察
机关还将通过互动式巡讲、
模拟法庭、知识竞赛等形式，
利用好检察开放日，组织学
生走进检察机关、法治教育基地等进行参观研
学。”

围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保护工作重点，市
教育局和市检察院还计划共同打造精品课程、教
育微视频等法治教育资源，通过“成都教育发布”
微信公众号、“成都检察”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法
治宣传教育内容，重点开展预防校园欺凌、网络陷
阱、毒品侵害等专题宣传教育。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刘硕）福建的
姚某2013年遭“莫某某”骗婚，不仅“人财两空”，
还留下了婚姻记录。随后，姚某持续向有关部门
反映问题,却未能撤销婚姻登记。姚某又先后向
法院提起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登记等民
事、行政诉讼，均因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或已过法
定起诉期限被驳回。在此期间，姚某与另一女子
生育两个孩子，无法落户、上学，一家人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

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姚某确实遭骗婚的基础
上，举行公开听证，向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得到
采纳，原婚姻登记被注销。同时，检察机关还监督
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骗婚案，目前“莫某某”已
被抓获归案，姚某诉求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持续多
年的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27日，该案例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
指导性案例发布。据介绍，最高检第三十批指导
性案例共6件，涉及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强制拆迁
争议等方面，全部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并
且均为重大、复杂、影响大的案件。

最高检副检察长杨春雷介绍，这6件案例从
不同侧面对化解行政争议的范围、标准和方式等
作了回应，强调检察机关应当立足法律监督职能，
综合运用监督纠正、促成和解、公开听证、释法说
理、司法救助等多种方式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工作。

杨春雷表示，近两年来，检察机关在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中，持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
解工作，积极回应人民关切，促进案结事了政
和。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化解行
政争议9200余件，化解10年以上的陈年争议
561 件，其中 20年以上的陈年争议 102 件，解
决了一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身边事，为解
决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作出了检察机关
的努力。

最高检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
聚焦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一方确遭骗婚，检察建议撤销婚姻登记

“0利息0首付”美容贷,诱惑消费者背上一身债

■ 新华社记者 庞梦霞

近年来，鼓吹“先美丽，后买单”的医
美贷相关产品吸引了部分求美心切却囊
中羞涩的青年群体。他们希望通过负债
整容实现美丽梦想，殊不知却可能遭遇一
系列消费陷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美
之道应理性思考。有整容需求的群体，尤
其是青少年们，在求美之路上应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整形美容是手术，需审慎决定。然而在
“睡一觉就变美”“花明天的钱，今天美”等极
具煽动性话语的掩盖下，冲动消费频发，手
术的风险被缩小甚至忽略。仅今年就有“网
红”抽脂离世、演员整形失败鼻尖坏死等事
故发生。所谓“小手术”“无风险”是极不负
责任的说法，对误导性宣传需加强管理。

青年群体价值观尚未定型、消费观还
不成熟，需警惕被容貌焦虑裹挟。有的机

构将青年求职、人际交往不顺等个人发展
困境简单归因于形象缺陷，制造容貌焦
虑。人在青年阶段，一方面想尽快实现人
生价值，另一方面确实借款能力低，还款
能力弱，在发生借贷行为时应当提高警
惕，清醒认识到医美贷背后可能存在的

“套路贷”“砍头息”陷阱。
爱美是人的天性，对美的追求无可厚

非。但美也有很多层次，不该只有“A4
腰”“巴掌脸”“筷子腿”等被炒作出的“审
美公式”。修身求美的路上，通过整容“改
头换面”是一条走不远的路。整容不是万
能钥匙，背上贷款押注外貌，是把希望寄
托在未知风险上。

青年时期正是奋斗的大好年华。自
信不应全维系在形象上，求美不是“任性”
抹去缺点，而应该锻造品格，塑造精神，全
方位发展培育自己的能力。脚踏实地、昂
扬奋斗的样子是最美的。

点点视

求美之心别被“贷”进坑里

延伸阅读

经昆明市五华区妇联及司法等多部门联动调解，赵女士重回温暖家庭，一家人破镜重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