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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反家暴，让受暴者感受司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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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裁量权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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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让施暴者住手！让受暴者不再沉默！
浙江温州反家暴服务联盟在行动。

近年来，温州市各有关部门合力探索
“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救济”三段式反
家暴服务模式，创新反家暴服务联盟机制，
联动向家庭暴力亮剑，让受暴者有能力勇敢
地说“不”。

建立快速响应反家暴联盟机制
实行“一案一策，多机制组合”

“请问是永嘉县12338妇女维权热线
吗？请你们帮帮我吧！”日前，永嘉县妇联
12338妇女维权热线收到了一位受暴妇女
的求助，“相处的40来年里，他喝酒后常常
谩骂、殴打我，以前为了子女，我都是一忍再
忍，也总想着家丑不可外扬，从没想过报警
或者保留证据，这次又把我打得满是伤痕、
全身多处青紫、耳鸣不止。”

接线后，永嘉县妇联迅速联系辖区派出
所、法院等反家暴服务联盟单位介入。“嘉人
驿站”家事调解员第一时间陪同和帮助当事
人提交相关申请资料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公安机关迅速开展调查取证，法院开通快审
快结“绿色通道”受理该起案件，并在24小
时内为当事人出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了解，为依法及时保障家暴受害者的
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今年7月，永嘉县妇
联联合县委政法委、县法院、县公安局等9
家单位组建反家暴服务联盟，联合推出《反
家暴快速响应机制的实施意见》，提高家庭
暴力案件处置效率，为受害者构筑起一道

“安全网”。
目前，温州市各县（市、区）均建立了各

具特色的反家暴联盟机制，如瓯海区建立
“全闭环”反家暴服务联盟机制，洞头区反家
暴联盟进驻矛调中心，苍南县建立反家暴

“流程标准化”服务联盟等。
温州市中院民一庭庭长曹启东介绍，温

州市中院于2018年11月出台浙江省首个
《人身安全保护案件审理规程》，对家暴案件
审理原则、人身保护令申请条件、申请人身
保护证据要求、保护内容、审理程序等作出
明确规定，还积极引入涉家暴案件专家证人
制度，为人身安全保护案件审理提供了范

本。近三年，全市各级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244份。同时，各基层法院探索创新
涉家暴案件审理方式和方法，如龙湾区法院
试行人身保护裁定异议听证机制、乐清市法
院探索家庭暴力案件“刑民合一”审理方式
等。

此外，各基层法院还积极探索在涉家暴
案件中引入心理干预、家事调查、家事调解、
家事观察团、家事回访、未成年人诉讼代表
等机制，实行“一案一策、多机制组合”，为家
暴受害者撑起司法保护伞。

反家暴联动工作室“兼备”威慑与
温度 处置规范明确“首接责任制”

“谢谢你们专门过来回访，让我感觉特
别踏实。给他发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后，他知
道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了，现在明显转变
了。”近日，龙湾区妇联组织“平安妈妈”联合
永中派出所民警到辖区开展家暴跟踪回访
时，小玲满脸感激地说。

今年6月，龙湾区妇联与区公安分局在
前期永中派出所镇南警务室试点基础上，深
化“警调+婚调”联动服务，在全区各基层警
务室建立“展翼”反家暴联动工作室，在龙湾
微警公众号开发“微联动”端口实现家暴警
情即时推送，实施联合跟踪回访制度；组建
由社区民警、妇联工作人员、调解员、心理咨
询师、律师等组成的反家暴团队，形成集预

警、干预、回访为一体的闭环管理联动机制，
通过信息联通、资源联享、服务联盟，着重

“发现在早、处理在小”，把家庭暴力解决在
萌芽阶段，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温州市公安局基层基础支队长王美宁
介绍说，早在2013年，温州市中院、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妇联五家单位
就联合出台《温州市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
施办法》，让施暴者生畏，为受暴者增能。
今年8月，为进一步规范家庭暴力警情处
置，温州市公安局、市妇联联合印发了《家
庭暴力警情处置规范》，细化了家庭暴力的
范畴，并明确了“首接责任制”、警情现场处
置流程及后续处置跟进等要求。同时，为
让反家暴执法更有力，自2009年，温州将
干预家暴工作纳入警察学校干警培训课
程，并于2012年完成全市6000多名治安
民警和初任新警的培训工作后，每年都持
续开展初任新警的干预家暴培训，提升警
察干预家暴的能力水平。

开展婚姻家庭危机干预 精准化
服务受暴妇女和家庭

吴女士与丈夫均为二婚，婚后生育一
子。吴女士原来满怀期待地进入到第二段
婚姻，希望重新找回家的温暖，但是没想到
等待她的是丈夫的拳脚。考虑到孩子很小，
吴女士一再忍让，但丈夫从来不顾及她的感

受，肆意妄为，稍有不慎便对她实施家庭暴
力。吴女士说，今年8月31日晚上，丈夫又
找她要钱，要不到钱，就把她推下了楼梯。
这一次，让她清醒过来，不能再这么忍让
了。她找到温州市妇联婚姻家庭危机干预
项目组寻求帮助。

项目组社工通过倾听、接纳、尊重、理解
等工作技巧，鼓励服务对象倾述生活的不
幸，排解其负面情绪。社工在与吴女士多次
面谈后，鼓励她到派出所报警立案，并陪同
她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鼓励并
邀请她参加婚姻家庭危机干预项目赋能活
动，与境况相似的妇女组成家暴妇女互助小
组，促进她们相互支持、相互关爱，一起面对
困难，走出家暴的“旋涡”。

据了解，温州市妇联自2016年开始在
反家暴服务中引入社会工作理念，通过购买
服务方式，吸收专业社会组织持续6年开展
婚姻家庭危机干预项目服务，共建档423个
家庭。通过项目实施，在专业社工前期沟
通、系统评估、分析研判基础上，建立“一户
一档一策”，并结合服务对象需求，对接公检
法司等部门，指导其向公安部门求助，为受
家暴妇女和家庭等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家暴庇护等精
准化服务。此外，温州市妇联还为受家暴妇
女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精简审批环
节，做到“应援尽援”，近三年为受暴妇女提
供法律援助20件。

■ 杨文科

“这一年来，身心备受折磨，现
在问题终于解决了，由衷地感谢信
访局的各位领导。”近日，信访人徐
某拿着锦旗到河南息县信访局表示
感谢。

该案件是河南省信访局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的“百名党员干部
化解千起信访积案”活动交办息县
的一起典型案件，该案件的成功化
解，也是息县信访局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事情还得从去年6月份说起。
2020年6月2日凌晨，息县杨店乡
十字街一农资店突发火灾，造成信
访人徐某的婆婆蔡某当场死亡、公
公马某医治无效后死亡，房屋、电
器、家具、农药种子等物资基本烧
毁，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徐某认为火灾系因电路故障、
未及时跳闸引发。为此，多次反映
该问题，并要求国网息县供电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责任划分不
清、证据不足等原因，导致问题迟迟
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为化解该问题，息县信访局坚
持群众诉求有理、相关单位有责、信
访事项有解等“三有推定”，千方百
计促进问题解决。

从去年火灾事故发生以来，息
县信访局牵头，协调息县杨店乡政
府、国网息县供电公司等部门先后8次到徐某家
中走访慰问，为疏导其情绪，专门聘请心理咨询
师，先后5次到其家中进行心理开导。

2021年5月份，徐某案出现了转机。河南省
信访局开展了“百名党员干部化解千起信访积案”
活动，把徐某案件列入了重点督办案件。河南省
信访局领导于2021年5月、7月先后两次实地督
导徐某案件，了解案情，查找问题症结，并给出了
指导性意见。

为此，息县信访局再次牵头，先后4次组织息
县消防队、国网息县供电公司等单位，并聘请律
师，对起火原因进行认定，划分责任。经过多次反
复实地勘查，最终认定起火原因为水泵电机电器
故障导致火灾发生。

2021年9月份，息县信访局协调息县杨店乡
政府、国网息县供电公司，通过反复与徐某及其家
人沟通交流，最终，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由国
网息县供电公司和息县杨店乡政府对其进行了经
济救助，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温州市中院出台浙江省首个《人身安全保护案件审理规程》，对家暴案件审理原则、人身保护令申请条件、
申请人身保护证据要求、保护内容、审理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还积极引入涉家暴案件专家证人制度，为人身安
全保护案件审理提供范本。

为进一步规范家庭暴力警情处置，温州市公安局、市妇联联合印发了《家庭暴力警情处置规范》，细化了家
庭暴力的范畴，并明确了“首接责任制”、警情现场处置流程及后续处置跟进等要求。同时，为让反家暴执法更
有力，温州将干预家暴工作纳入警察学校干警培训课程，并在完成全市6000多名治安民警和初任新警的培训
工作后，每年都持续开展初任新警的干预家暴培训，提升警察干预家暴的能力水平。

温州市妇联持续6年开展婚姻家庭危机干预项目服务，共建档423个家庭。通过项目实施，在专业社工前
期沟通、系统评估、分析研判基础上，建立“一户一档一策”，并结合服务对象需求，对接公检法司等部门，指导其
向公安部门求助，为受家暴妇女和家庭等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家暴庇护等精准
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