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网络诈骗还须提高反诈意识

据报道，近日，一名24岁男子因炒股被骗近百万，网络诈骗
值得大家警惕。据了解，这名男子小周（化名）来自浙江杭州，
大学毕业后父母给了他一笔创业资金。

两个月前，小周进入了一个炒股推荐群，有位“程老师”在
群里说有特殊渠道，投资炒股稳赚不赔，且买得多、赚得多。

这名“程老师”还说：这个内部渠道注册名额有限，想要利
益最大化，充值越多赚得越多，还特别提醒小周“如果到银行转
账一定要称是给亲戚的公司转账”。

一番鼓动之下，小周充值100万元。然而当他继续准备转
账第二笔40万时，民警赶到现场阻止，他才醒悟过来。去除开
始提现的6.8万元，他一共被骗了93.2万元。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反诈已经成为了与犯罪“你
追我赶”的科技较量。事后打击不如事先防范，作为治理
网络诈骗的关键，网民增强网络防骗意识，才能最大限度
压缩网络诈骗的生存空间。

贩卖亲生子女者应严惩

河北蔚县法院近日公布一起拐卖儿童案，主犯竟系涉案儿
童的亲生父亲。2012年至2020年期间，男子杨某某与其妻子
苑某共生育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均被杨某某以2万元到8万
元的价格卖给他人，其自述共获利约18万元。经法院审理，杨
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剥夺政治权
利二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万元。为杨某某出卖儿童提供
帮助的李某某、段某某也分别获刑。

虎毒尚且不食子，本该被亲生父母百般呵护茁壮成
长的孩子，却被利欲熏心的大人当成赚钱的商品。这种
丧失良知的父母，与人贩子实为一丘之貉，必须受到法律
的严惩！

贪污抗日老战士补助金，不能容忍！

近日，黑龙江一干部刘某勇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贪污罪
被提起公诉。在中国检察网公开发布的一份起诉书中，详细
记载了案件情况，刘某勇曾在黑龙江绥棱县多个部门任职，
他被指控涉嫌挪用公款1100万元、贪污公款93万余元，其
中，有一笔28.5万元的“95人在乡抗日老战士一次性生活补
助金”被贪污。

抗日老战士是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更是抗战精神
的承载者，他们以血肉之躯换来了民族的尊严。而如今，有
人却将贪腐之手伸向了老战士的补助金，这种毫无道德底
线、挑战主流价值观和民族情感的行为决不能容忍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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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鸡娃”
不仅无效更违法
□ 斯涵涵

近日，南京市建邺法院处理了一起因家庭教育方式失当引
发的纠纷。毛先生系博士毕业，与郑女士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儿
子7岁，女儿5岁。郑女士称，丈夫毛某经常向两子女小明、小佳
（化名）教授中学、大学的知识，让两个孩子学习文言文和高等数
学，并要求两子女学习至深夜，其在教育子女学习的过程中经常
使用侮辱性字眼进行谩骂，有时甚至出现殴打行为。郑女士遂
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要求一双还在上小学、幼儿园的儿女学习文言文和高等数
学至深夜，还经常进行谩骂、殴打行为，“虎爸”毛先生如此出格
的要求，实在匪夷所思。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
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博士父亲教授
孩子知识无可厚非，但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状况，
在尊重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
教育方式。毛某将孩子视为私有财产，对孩子提出不符合其年
龄的严苛要求，且经常性体罚小孩，不仅使其身体遭遇伤害，还
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其违规行为理当受到法律追究。

据报道，毛某一直未能认识到其教育方式失当的问题，反而
认为其管教孩子仅为“家务事”，拒绝接受相关部门、人员的协
调，对两个孩子的身心造成了严重影响。因子女的教育问题，亦
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在他眼里，“打是疼骂是爱”“父亲教育儿
女天经地义”，殊不知长期辱骂、贬低孩子等进行精神侵害的行
为，也属于家庭暴力，虽未造成身体外伤，却严重影响孩子心智
的健康发育与家庭和谐。

近些年来，像毛某这样的家长并不少见，“鸡娃”已成家长圈
的流行病。为了防止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失败，家长们千方百
计让孩子多掌握知识、早拥有证书，不断地给孩子加码。从书山
题海到暴力相加，家长们希望用这种超负荷方式激励孩子，以期
在千军万马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社会也津津乐道于暴力教学后
的“不俗”成果，而无视孩子们的压抑与心酸。变异的成功教育
学扭曲了正常的价值观、教育观，以暴力加持的“鸡娃”法大行其
道。实际上，这一做法没有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只能起
到揠苗助长的负面效果。

全方位地保护未成年人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义务，家庭内部
不是法外之地，父母也应该依法行使监护权，全面关注未成年人
的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
成年人，而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为所欲为、暴力相向。此次法院依
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就是用法律手段对家庭暴力、打骂教育
说“不”，将孩子从不合格的监护人手中“解救”出来，是弘扬科学
教育观、维护法律尊严和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环境的及时之举。

希望这个教育失当引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有力警示毛某
这类父母：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不要将自身的愿望强加到
孩子身上，无论何种理由和借口，肆意辱骂、殴打孩子，都是逾越
了法律界限，不仅损害了家庭亲情，更要受到法律的惩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越

一抹冬日的阳光斜下，铺洒在一位笑
容满面的工人身上。此刻，他正爬在梯子
上细心修剪着街上的树枝，“这是冬剪，就
像人要经常剪头发一样，明年它就能长得
更好看了！”他俯下身子向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解释道。修剪过的树枝整整齐
齐立在路旁，显得更加身姿挺拔。“以前这
条人行道很窄，现在可不一样了，变宽了
之后，感觉更加舒适安全了！”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奶奶指着路面说道。

不知不觉，北京的平安大街发生了
巨大变化，漫步在这条街道上，目之所
及皆是青砖灰瓦、古色古香的文化遗
迹，让人不由自主想要静下来，慢慢行
走感受老城的韵味。近日，北京市西城
区召开“两会”首场新闻发布会，围绕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全面推动老
城有机更新”这一主题对相关工作进行
了详细解读。

绿树成荫，慢行中感受老
城魅力

平安大街西城段西起西二环官园桥，
东至地安门外大街，全长3.5公里，由平安
里西大街和地安门西大街组成。为深入
推进首都核心区控规落实落细，让老城慢
下来、静下来，西城区平安大街整治提升
工程已经全新亮相。昔日车速飞快的大
道，正在向步行优先、慢行优先、绿色低碳
出行转变。

据西城区城市管理委主任张丁介绍，
为打造亲切宜人的“绿色大道”，充分考虑
行人和驾驶人员舒适度，将人行步道由宽
度1米改造增加为3.5米以上，取消两侧
停车带，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将富余出的
空间用于增设中央绿化带。共建成中央
绿化隔离带 2815 米，安装照树灯 3500
盏；实施电力箱体“三化”、多杆合一改造，
拆除原有配电箱15座，移建墙地箱147
座；共铺设沥青11.6万平方米、铺装步道
4.5万平方米，增加绿地1.21万平方米。
实现平安大街中央绿化带全线贯通，白天
绿树成荫、夜晚亮丽多彩。

“现在过马路更加安全了，走在路上
也非常舒适。”一位接孩子放学回家的家
长感叹道。绿灯亮起，她牵着蹦蹦跳跳孩
子的手，从容过了马路。据介绍，通过增
设过街安全岛、公交港湾、补植行道树、保
证骑行路权、调整优化台阶位置及无障碍
坡道等清除出行障碍，进一步还原街道的

本来面貌，重现老城亮丽风景。
为了逐步恢复垂柳依河、荷花遍植的

绝美景致，打造承载历史文化印记、展现
北京之“魂”的城市名片，还在荷花市场前
广场新增300平方米绿地，采用20多种
花卉进行景观布置，在水域里补植荷花，
打造自然闲适的景观特色，还巧用街角空
地打造“城市客厅”，为居民增加休憩、娱
乐、健身、休闲活动空间。

“今年我们已经打造出了37条林荫
道路，2022年西城区将全面完成《西城区
道路林荫三年行动计划》，通过‘两全、两
无、四提升’，再打造38条林荫道路，到年
底全面完成99条林荫道路的整治提升任
务。到时，行人会真正有‘在绿中行、在林
下行’的体验。”张丁说。

原汁原味，公众参与展现
老城传统风貌

“记忆中的景象回来了，而且更美了，
老房子越来越有神韵！”居民们兴奋地说
道。旧鼓楼大街自元代开始成街，位于什
刹海—南锣鼓巷文化精华区，传统文化氛
围浓郁，是中轴线上历史最悠久的街道之
一。随着时间的更迭，它承接着传统中轴
与现代延长线的门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这里的历
史文化形态逐渐被淹没，居民对改造升级
的呼声强烈。近日，西城区宣布旧鼓楼大
街环境品质提升项目基本完成。

什刹海阜景街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
指挥刘维岩说，旧鼓楼大街环境品质提升
重点是以历史人文为底蕴，以改善整体风
貌为抓手，在打造街区品质和花园式漫步
道路上下功夫，串联起钟鼓楼、鼓西大街、
地外大街和万宁桥、南锣鼓巷、什刹海，形
成连点成线、聚线成片的文化探访路，助
力中轴线申遗。

据北京建筑大学梁建设计师介绍，
“相较于地外大街的商业氛围，旧鼓楼大
街以住宅为主，为了更好展示北京传统民
居建筑风貌的多样性效果，将墙面贴砌干
摆、丝缝、淌白三种效果合理搭配使用，并
采用整砖到顶、海棠池子、方池子、五出五
进、圈三套五丰富整体墙面整体效果。”提
升后的旧鼓楼大街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北
京传统民居建筑风貌。

作为北京冬奥会“点亮中轴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设计师为旧鼓楼大街景观照
明的提升也是煞费苦心。“为了突出街区
整体氛围的静谧雅致，在灯具使用上，我
们遵循白天隐蔽、便于维护、管线隐藏最
优的原则。用少量的光，带给老街温情，
保持原汁原味的古都历史风貌。”负责照
明项目的清华同衡胡熠设计师介绍。

旧鼓楼大街的绿化景观提升工程也
正在加紧收尾，预计明年春季整体亮相。
到时，市民可享受花园式的步行体验和老

街悠闲慢生活，与“打卡鼓西，漫步斜街”
相映成趣。刘维岩动情地说，“明年开春，
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林荫下漫步，在花海
中畅游。”

讲好中轴线故事，激发老
城活力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落实的关键
之年，也是抓紧落实《北京市中轴线申遗
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之年。北京中
轴线是中国城市文化和空间形态的杰出
代表，保护、传承、利用好这份宝贵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

西城区作为北京营城建都肇始之地，
是能够反映北京都城历史变迁的代表性
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西
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林小牧表
示：“我们要以落实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
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做好文物腾退、保
护性修缮与风貌整治，大力宣传中轴线核
心价值。”

北京历史名城保护专家马炳坚说：
“在过去常说旧城，而现在换成了老城的
说法，一字之差体现出了很大的思想转
变，老城包含着尊重和肯定，意味着要从
拆旧改新变成保护修复。不同时代的建
筑都蕴含着不同的历史风貌，不能为求整
齐千篇一律，要把北京真正的风貌弄清
楚，注重精准设计、精准施工。我认为中
轴线申遗可以更好地带动周边发展，真正
做到对历史文物的尊重保护。”

为了讲好中轴线故事，让“文物建筑
可阅读”，西城区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

“扫码求实”“扫码听史”“扫码问事”等方
式，释放文物建筑历史文化价值，讲述文
物建筑前世今生故事，满足参观者深入了
解文物历史文化内涵的需求。

“2022年，我们将继续通过不断深入
挖掘中轴线和文物建筑本身的历史文化
内涵，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讲好中轴线故
事、文物故事、工匠故事，展示中轴线和文
物建筑的独特魅力，持续打造‘白塔夜话’
等老城保护品牌，推出‘我在中轴修文物’
文物修缮现场‘云直播’。运用5G+8K等
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
游，打造‘数字中轴’。届时，游客可穿越
历史，在万宁桥旁听刘秉忠讲述北京城的
规划理念，看已消失的地安门人流如织，
在景山之巅眺望北京中轴的气势恢宏。”
林小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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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砖灰瓦红墙映翠 景观升级重现京城风韵

这是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挨
家挨户上门征集街道改造意见。

据介绍，为打造当地居民认可的改
造方案，什刹海街道办事处累计入户、约
谈500余次，发放致居民、商户的一封信
97份，签订知情同意书97份。

（上接1版）

抓红色家风建设，促基层社
会治理

红色家风试点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借助大平台，为此，湘潭市妇联抓
住全国上下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契机，把党
史学习教育引向最基层，实现“三进”。同
时，湘潭市妇联主动争取市委宣传部支持，
将红色家风“三进”工作列入市党史学习教
育重点工作之一，出台《湘潭市关于开展红
色家风“三进”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
了宣传、教育、妇联等部门以及县市区、乡镇
（街道）、社区（村）、中小学校的工作职责，下
拨专项工作经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构建
一盘棋工作格局。

在各部门强力推进下，县市区严格对标
市级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开展试点工作。
岳塘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妇联三部门
联动，区财政安排了工作经费，从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予保障，确保“三进”工作有序
进行。

走进岳塘区宝塔街道云峰社区，各种红
色标语随处可见。社区服务中心各类活动
室应有尽有。

针对退休在家的老年群体，社区利用音
乐室和舞蹈室，创办音乐党课和舞蹈队，让
老年人在闲暇时光接受红色教育熏陶；针对
年轻父母和孩子，社区利用文体娱乐室和书
画室，开设“七彩云峰微课堂”，举办家庭教
育讲座，开展手工、绘画等亲子文娱活动，组

织红色家风公益活动，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

“高层住宅居民注重隐私，本来并不来
往。”毕惠珍说。但是，通过参与社区的各类
活动，广大家庭的亲子关系融洽了，邻里关
系也更加和谐了。

与地处老城区的唐兴寺社区不同，云峰
社区位于湘江东岸的新城区。这个2006年
成立的社区，辖区内有市党史馆、博物馆等
40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

“我们借助辖区内市党史馆宣讲员、学
校教师等力量，组建宣讲队伍，开展微宣讲，
向社区居民讲好100个家风小故事。”云峰
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毕惠珍介绍，社区将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家风教育、基层社会治
理有机结合，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红色家风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品牌。

将“红色”浸润教学，促立德
树人教育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开国元帅’彭德
怀爷爷的故事……”天易贵竹学校三年级
1910班的陈一慕稚嫩的童声却铿锵有力。
年仅8岁的她是学校“红领巾解说团”的“金
牌”讲解员。

身为“红领巾解说团”的成员，陈一慕经
常走上学校的演讲台，走进革命烈士纪念
馆，给同学和家长们讲红色家风故事。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红领巾讲党史”活
动后，陈一慕了解到很多红色故事和英雄人
物，她说：“他们的革命精神和良好家风时刻

激励着我们！”
天易贵竹学校地处拥有“湖湘文化源

头”“教育强县”美誉的湘潭县。依托得天独
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教育资源优势，湘潭县
坚持在传承红色基因上探索新经验，选定天
易贵竹学校作为红色家风试点学校，集合家
庭、学校、社会、政府四方资源，以品读红色
经典、讲述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
主线，组建志愿者、教师、学生三支红色家风
宣讲队伍，打造了以学校为主体辐射带动社
区、家庭、社会的红色家风“135”家校社政协
同共育的“贵竹模式”。

天易贵竹学校校长杨勇介绍，学校同时
注重体验式教学，开发“红色家风阅读”“红
色歌曲我来唱”等六类红色家风课程，将“红
色”浸润教学全过程，不仅让孩子从小接受
红色家风的教育和熏陶，激发其对社会对国
家的热爱，也为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
向，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该校现有学生3300多名。“这背后就是
3300多个家庭，我们通过‘小手拉大手’，将
红色家风宣讲带进每一个家庭，通过学生和
家长的互动，家庭亲子关系融洽了，更利于
孩子的成长。”杨勇表示。

自红色家风“三进”工作开展以来，全市
各级妇联组织、各级各部门积极作为，主动
探索红色家风的家校社共享共建“湘潭模
式”。“不仅让党史教育在基层生了根发了
芽，还实现了好家风支撑带动好的党风、民
风、社风的目的。”湘潭市妇联党组书记、主
席涂敬阳说。

好家风支撑带动党风、民风、社风向上向善（上接1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
领，深入研究新时代家庭建设的新目标新
任务，认真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为
团结凝聚起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巾
帼智慧和力量发挥更大作用。

沈跃跃要求，要加强研究会建设，不断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
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诚实践者，创新制
度机制，协调各方资源，强化能力建设，努
力把研究会建成党和国家妇女事业的高端
智库，建成妇女/性别研究的坚强阵地，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
胸怀“国之大者”，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推
动妇女研究事业创新发展，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与会代表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围绕男女平等制度机制、婚育
生育观、家庭建设、女性发展等重点议题作
大会发言；聚焦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和妇女
发展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
化、“十四五”时期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等议
题开展专题研讨；就做好新时代妇女研究
工作进行经验交流。大会还安排了“党领
导妇女运动百年光辉历程及经验启示”专
题讲座。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妇
女研究会副会长吴海鹰在闭幕式上作总
结，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谭琳主持闭幕
式。来自高校、科研机构、相关部门和妇联
系统的近300位专家学者和妇女工作者参
加会议。

2022年，西城区将继续深入挖掘
中轴线和文物建筑本身的历史文化内
涵，利用线上线下平台讲好中轴线故
事、文物故事、工匠故事，展示中轴线
和文物建筑的独特魅力，持续打造“白
塔夜话”等老城保护品牌，推出“我在
中轴修文物”文物修缮现场“云直
播”。运用5G+8K等技术，实现文化
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打造北京
“数字中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