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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机制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公益诉讼

地方传真

CHINA WOMEN’S NEWS权益观察主编 蔡敏 责编 李源 美编 张影 2022年3月9日 星期三 5

维权案例案例

——武汉警方成功侦办该市首例医美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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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电话都是在为人民做实事”

四川遂宁三八红旗集体“110”平台年平均接警49万余起，连续10年0违纪0差错

家政技能培训促就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玉林

“推进全国妇联关于维护妇女儿童权
益五项机制落实落地，加强对妇女儿童合
法权益保护，促进检察机关与妇联、妇儿
工委办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3月
4日，为进一步深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
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妇联组织的职能
优势，经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普洱
市妇女联合会、普洱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协商一致，签订《关于建立共同
推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协作机
制实施意见》。

记者了解到，根据意见，三部门将建
立九项机制，共同推动开展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公益诉讼工作。

为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涉及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问题，市检察院、妇联、妇儿
工委办建立对口联系机制，实行检察院公
益诉讼检察部与妇联组织联络权益部、妇
儿工委办对口联系，分别明确一人作为专
门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对接、信息沟通，
统筹组织召开联席会议等工作。

在提供专业支持方面，建立人员交流
机制和培训研讨机制。检察院与妇联、妇
儿工委办建立人员交流、挂职、兼职等机
制，可互派业务骨干跟班学习，业务骨干
可以联合开展工作调研，聘请特约检察官

助理，为涉及妇女儿童公益诉讼领域的事
项办理提供有力专业支持；检察院与妇
联、妇儿工委办通过定期培训、以案释法
等方式，共同开展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心理健康、性别平等、
被害人救助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提高妇女
儿童权益保护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推动提
升妇女儿童司法保护工作的专业化水
平。并就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疑难问题、前
瞻性课题进行合作研讨，推动与妇女儿童
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公共政策的
建立完善。

为有效研究解决工作中发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安排部署工作，三部门建立联
席会议机制，每年至少召开1-2次工作联
席会议。会议一般由分管领导、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可邀请人大、政府、政协等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参会部门收到通知
后应及时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及时提交联
席会议研究的议题。

在线索移送反馈上，将结合工作实
际，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积极向检
察院提供案件线索。按照“网格化+维
权”工作法，围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
要求，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妇
联发现妇女儿童被家暴、性侵或者民事、
行政合法权益被侵害等线索或涉检来信
来访的，应及时将案件线索或涉检信访

材料移送检察院，检察院接到案件要及
时处置、快速办理，对严重侵害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的案件，应提前介入侦查取
证。尤其是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
应当及时立案，实行“一站式”取证，坚持
快捕快诉，原则上不得延长羁押期限或
退回补充侦查。检察院在作出处理决定
后三个工作日内，要以书面形式将处理结
果反馈妇联。

在建立保护救助机制上，检察院、妇
联、妇儿工委办充分利用“妇女儿童‘一站
式’关爱服务中心”“妇女之家”“儿童之
家”，联合开展残疾、贫困、留守等妇女儿
童关心关爱服务活动；检察院在办案中发
现妇女、儿童被侵害需要救助的，在开展
司法救助的同时，要及时将信息通报妇
联，要在心理疏导、生活安置、家庭教育指
导等方面联合开展救助工作，并依托社会
公益救助、慈善救助等平台，及时为被害
人提供经济救助。

三部门还将建立办案协作机制。妇
联为检察院办案提供支持，可根据检察院
邀请开展案件社会调查、参与公益诉讼公
开听证、整改成效评估等工作。检察院可
以根据妇联的工作需要，为涉及妇女群体
维权事宜提供法律咨询、以案释法。必要
时，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针对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业性别

歧视，相关组织、个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侵害妇
女财产权益，以及不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职责等侵害不特定多数妇女合法权
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院、妇
联可以开展联合监督，通过提出检察建议
或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维护妇女合法权
益。检察院与妇联可根据需要联合组织
开展专项活动，对发现的问题合力推动整
改。

此外，三方还建立源头预防机制和工
作督查机制。检察院、妇联、妇儿工委办
加强资源整合和项目合作，共同开展法治
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宣传法律法规，共同
推动家庭暴力防范和性侵犯罪预防，提升
妇女儿童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积极配合
推动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和看护行业等与
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从业人员的入职
查询和从业限制制度的落实与完善，加强
源头管理，预防利用职业便利侵害未成年
人的违法犯罪。三部门将组成督查组，不
定期开展涉妇女儿童权益舆情、信访突出
案件，特别是性侵女童案件办理等工作情
况督查，督促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保护妇
女儿童权益多部门联防联动、矛盾纠纷调
处、关爱服务等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指导督办，推动工作落实，并通报督
查情况。

■ 邵伟 谢文

从晚上7点多无意间发现的一
段视频，到10点瘦弱男孩被搂进温
暖怀抱，再到村干部、妇联执委、学
校老师、儿童专干等坚持每天随访
记录……

近日，两段疑似一个男童被家
暴的视频引起湖南省宁乡市妇联关
注后，该市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多
方联动，用好“快”“慢”工作法，织密
筑牢未成年人关爱保护网，为受伤
害儿童提供了应有的保护。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宁乡市妇
联权益室主任喻胜华正在家里享受
难得的亲子时光。突然，手机微信
弹出城郊街道妇联执委黄蕾发来的
两段视频。在视频中，一个赤裸着
的小男孩，身上遍布着触目惊心的
红色印痕，一个没有出镜的女人在
旁边不停地数落责骂，孩子一边抽
泣一边求饶。女人和孩子都操着宁
乡口音。

面对这一情况，宁乡市妇联未
成年人保护机制迅速启动，各项工
作按照“快”“慢”工作法有序展开。

保护孩子

喻胜华询问黄蕾后，得知她并
不认识当事人，视频是一位亲戚在
小区微信群中看到后转发给她的。

宁乡市有29个乡镇（街道），面
积290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
126万。视频中的孩子在哪里？街
道综治办、社区居委会、派出所工作
人员和小区管理人员马上上门走
访，到处寻找有关线索。

一个多小时后，相关情况被查
明：孩子住宁乡西部某镇某村，9
岁，父母离异，由奶奶带养，因调皮
被奶奶用竹条抽打，并将视频发给
孩子妈妈。孩子妈妈在娘家小区微
信群里将视频转发，吐槽孩子奶奶
的不当行为。

随即，相关工作无缝衔接快速
推进。由孩子所在镇的党委书记主
持成立工作组，一方面派出所民警
立即出动办案，另一方面为防范伤
害进一步发生，镇妇联主席、镇值班
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妇联主席等
人将孩子从奶奶家带出护送到外婆
家。

从19：46分视频发出到22：00
孩子被安全护送到外婆家，时间仅
用了2小时14分。

全方位帮扶

查明情况后，宁乡市妇联副主席周建新与远在江西
打工的孩子妈妈取得联系，并进行了详细交流，既向她反
馈调查的情况、孩子目前的状况、相关工作的进展等，也
为她提供了各种法律、程序等方面的帮助和咨询。

孩子妈妈感动地说：“我瞬间觉得腰杆硬了。”并连夜
删除了朋友圈、抖音中的相关视频。

第二天一大早，宁乡市妇联权益室主任喻胜华、法援
律师杨婵、心理咨询师文一瑀、镇妇联主席李佳等一行人
赶到孩子外婆家，看望评估孩子的状况，上门提供各种帮
助。在律师、专家的指导下，综合各方情况，从更有利于
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孩子妈妈艰难地做出了不起诉变
更抚养权的决定。

持续关爱

从查明案情的那一刻起，《宁乡市未成年人保护强制
报告制度》的自查也全面启动。宁乡市教育局排查孩子
所在学校及班主任老师，宁乡市民政局排查村儿童主任，
宁乡市妇联排查村妇联主席，镇里排查村治调主任及驻
村辅警……通过多方连夜排查，发现本案只是一件初案，
系孩子奶奶与孩子妈妈关系不和，故意录制视频激怒
她。但孩子的父系家庭成员观念比较陈旧，且曾有家暴
史。

为确保孩子的身心健康得到充分保障，宁乡市各级
各部门通力合作，织密筑牢关爱保护网。当地派出所民
警对案件进行调查并记录，对孩子奶奶的违法行为进行
训诫；宁乡市妇联为孩子奶奶、妈妈及孩子本人提供心理
疏导服务，在学校和村部开展了两场未成年人保护宣传
讲座；学校、村儿童主任、村妇联主席启动随访工作，每天
走访并记录台账……

日前，宁乡市妇联对此案进行回访时，村妇联主席反
映：“通过走访，没有发现奶奶再打孩子现象。几天前，孩
子妈妈给奶奶和孩子寄回了新衣服。”

一起儿童受暴案件，取得了理想的阶段性成效。

撑起成长蓝天

“未成年人保护案件因受害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
时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很容易引发重大舆情。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喻胜华说。

“把受伤害的孩子保护起来，越快越好！”“全方位提
供帮扶举措，快速到位！”“给孩子持续关注关爱，慢慢
来！”……自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员
会、公安部、全国妇联等9部委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以来，宁乡市妇联
坚持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工作原则，用好“快”“慢”工作
法，成功处理未成年人保护案件5件。全市形成了当地
党委、政府、妇联组织第一时间到位，公安迅速介入，妇
联、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妇女儿童维权律师、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合适成年人、妇女儿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
力量团队持续关注关爱的工作机制，尽最大可能减少对
未成年人的伤害，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姐姐，我会打扰到你吗？但是我
现在真的感觉快活不下去了，也不知道
该给谁打电话。”

听到这句话，已从事13年接警员
工作的刘小红，即刻研判出“是个求助
者，未成年，情绪低落，有可能轻生”。

“不打扰，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当日已接处警上百起的“80后”刘小
红，一边温和地回应，一边用手势招呼
组员关注。“需要安抚情绪，并尽快引导
其说出具体位置。”刘小红回忆起这个
案例时说。

“还有很多人关心你，包括我。你
现在是在安全的地方吗？”刘小红在倾
听求助者的诉说中，见缝插针地抛出引
导话语。很快，求助者告知了位置，刘
小红将其打在电脑上，组员即刻联系附
近派出所民警。

半个小时后，听到电话中民警已到
达的声音，刘小红在告知求助者将要停
止线上交流后，才挂掉了电话。

“经过民警开导，求助者也打消了
轻生念头。”刘小红说，这么多年，时常
会接到一些有轻生念头的求助电话，求
助者最后都获得了帮助。“他们在这个
时候，选择把电话打给我们，是对我们
整个队伍的信任。”

“‘为人民服务’于我们而言，
不是虚言”

刘小红所在的四川省遂宁市公安

局情指中心110接处警平台（下称遂宁
110平台），22名接警员全是女性，分
成5个组，每组4~5人，轮班倒，24小时
受理群众报警、求助、咨询，负责电话接
听、录入、报告、案情反馈等相关信息传
递、查询等工作。

遂宁110平台年平均接警49万余
起，相当于平均每日达1300余起，但其
110接处警队伍已连续10年0违纪、0
差错。日前被评为遂宁市三八红旗集
体，刘小红被四川省公安厅评为2021
年度全省“110”先进个人。

“很多人都问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每天接那么多电话，还那么耐心。”刘小
红说，“因为我们知道电话那端是急需
你帮助的人，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他们
急难愁盼的。”

“‘为人民服务’于我们而言，不是
虚言。”同样也从事了13年接警员工作

的杨琴说，“每一个电话都是在为人民
做实事。”

在刘小红和杨琴看来，正是这种责
无旁贷的使命感，是当年促使自己走上
接警员道路的“初心”，也是保证整个队
伍不断打磨职业素养、守护百姓平安的
动力。而优秀的职业素养则包括过硬
的专业技能和非凡的心理素质。

30出头的杨琴，印象深刻的一个
案子是一名被家暴妇女的求助。

杨琴回忆，当她接起电话，常规性
报出所在平台和自己的工号后，电话中
传来的是一名妇女的大声惨叫，“杀人
啦！杀人啦！”

“一般人听到都会被吓一跳，会慌，
但我们不能。”杨琴讲述，她立即回应
道，“您好女士，您在什么地方？请先平
复您的情绪。”但对方只有崩溃的哭喊，
在重复了几遍后，杨琴改变方式，又问

询对方，“身边是否还有别人，可请他接
听电话？”“您是否受伤？”“您是否安
全？”……

杨琴判断这是一起家庭纠纷类的
家庭暴力事件。“这种时候，就要使用各
种语言技巧，让对方说出具体位置，方
便派出所民警尽快到达现场进行处
理。”在不断安抚及问询下，对方给出了
回应，案件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在不间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提
升业务技能

在遂宁110平台，接警员根据工作
经验的积累，将纷繁复杂的警情分为十
余类，便于归档，也便于在常规学习培
训中进行复盘和总结。“每季度有常见
警情询问重点、接处警处置流程等内容
的例行培训，每年都有多次相关内容的
系统学习。”杨琴说，接警员们正是在不
间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提升业务技能，涵
养职业素养。

这种职业素养还体现在众多的“无
效报警”中。刘小红介绍，每年夏季，她
们常在晚上接到一些醉酒群众电话，大
部分是说醉话的骚扰电话，对于此，她
们仍会耐心地用规范语言告知对方这
样做的后果，还会尽可能地问询对方身
处环境。“有的醉了就睡在了马路上、河
边等地，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刘小红
说，“我们也会指派民警到达现场保障
其生命安全。”

“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将学习贯
穿始终，来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并
提增本领。”遂宁110平台负责人任杰
介绍，平台坚持党建引领，日常工作中，
通过单位集中学习和业余自主学习的
方式，认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知
识学习，不断强化使命感，提升能力素
质；深入学习贯彻《110接处警工作规
则》，并开展技能培训，提升工作效率。
平台业务能手还多次到各县（市、区）公
安（分）局指挥中心，对接处警平台民辅
警开展警情录入标准、对讲机使用等集
中业务培训。同时平台根据工作实际，
针对市城区接处警流程中出现的问题，
积极建言献策，参与《遂宁市市城区
110接处警处置流程（试行）》修订，健
全了接处警工作机制。

据介绍，今年以来，遂宁“110”共
接报群众求助警情1万余起、咨询警
情2万余起，指令辖区成功救助轻生
群众 23 名，帮助找回走失老人儿童
98名。“在一起起关乎群众生命的紧
急警情中，在化民忧、解民困方面忠
诚服务、充分履职，全市接处警社会
评价满意度综合指数达95以上。”任
杰说。

遂宁公安
局110接处警
平台 22名接
警 员 全 是 女
性，24小时受
理群众报警、
求助、咨询，负
责电话接听、
录入、报告、案
情反馈等相关
信息传递、查
询等工作。

云南普洱检察院、妇联、妇儿工委办三部门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