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遂宁蓬溪县妇联——

焦点关注关注

四支队伍构建起妇女儿童维权“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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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乡人打造“互助家政”就业“新名片”

地方传真传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在外地工作的吴女士，没想到困
扰了自己两年的难题，在家乡县城妇
联的支持下，得到了解决。两年来，她
遭受多次家暴，采取了报警、就诊、分
居等多种方式，均未能根本解决自己
的苦恼。

在四川省遂宁市各级妇联一次国
际反家暴日的普法宣传后，吴女士及
其父母三人一起来到了遂宁市蓬溪县
妇联求助。

求助当日，蓬溪县妇联“妇女儿童
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队”即刻为吴女
士展开法律服务，并链接了“赤城女子
调解队”“人民法院女子诉讼服务队”
的队员，进行商议和转接。

几天后，蓬溪县法院便为吴女士
发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到半年时
间，吴女士不仅如愿和前夫离婚，而且
在夫妻债务以及家暴后的精神赔偿等
方面的诉求，均得到了合法支持。

“正是吴女士父母在电视中看到
了蓬溪县‘巾帼普法队’反家暴系列宣
传后，他们才一起来到了妇联。证明
了我们普法宣传的效果。”3月17日，
蓬溪县妇联主席刘祝清向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介绍，蓬溪县妇联多年来
不懈地在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中深耕，
从司法、检察、法院、公安和律师事务
所等相关部门招募女性法律专业人
士，组建了“赤城女子调解队”“女子诉
讼服务队”“妇女儿童法律援助志愿者
服务队”“巾帼普法队”四支巾帼维权
志愿者队伍，为妇女儿童开展普法宣
讲、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法律援助等各
类服务。“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妇女
儿童维权全过程的‘服务链’，最大程
度发挥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合力维
护蓬溪县 27 万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

建队伍

刘祝清还是“妇女儿童法律援助
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吴女士求助
时，她主动对接，在了解到吴女士此前

已遭受过两次家暴，到医院就诊被诊
断为一次胸骨骨折、一次肋骨骨折，且
吴女士已从家中搬出的情况后，根据
2020年县妇联与法院联合制定的《反
家暴维权工作流程》进行危险评估，初
步判断该案为中危案件。

在该流程中显示，中危案件属暴
力频发要持续关注，并需要多部门联
合干预，要引导其进行调解、告诫并提
供法律援助等服务。

刘祝清介绍，妇联接受的妇女儿童
法律求助主要包括婚姻家庭里的家暴、
财产分割、女职工劳动权益受损等方
面。为快速有效地办理妇女儿童法律
求助案件，2020年6月，县妇联联合县
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
志愿者服务队”（下称法律服务援助
队），队员主要包括县妇联全体工作人
员、乡镇妇联主席、法律援助中心全体
工作人员、乡镇司法所所长等共52人。

“四支队伍并不是同时一蹴而就，
而是来自相关领域工作人员的设计，更
是源于群众需要而有针对性地打造。”
刘祝清介绍，“赤城女子调解队”（下称
调解队）于2013年由蓬溪县司法局赤
城司法所创建，是四川省首支女子调解
队。当年，司法所内女同志居多，且在
各村群众家里家外有矛盾纷争时，女性
调解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调解队成
立后，让调解员队伍实现了“专业化”，
并系统打造了多个深入村镇的阵地，创
新创建了“长效化”机制，真正做到了

“俯得下身子、迈得开步子、找得准路
子，用群众语言、群众方法，解决群众难
题”的建队宗旨。2017年4月，调解队
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巾帼文明岗”。

同样地，基于法院女同志居多，也
根据需求，2016年，由蓬溪法院妇委
会倡议，蓬溪法院成功组建了“女子诉
讼服务队”（下称诉讼服务队）。成立
之初，有队员31名，由诉讼服务中心、
各业务庭室、政治处、办公室、研究室
等部门中熟悉法律法规、掌握基本调
解技能、具有一定调解工作基础的女
干警组成。经过几年的发展，女子诉
讼服务队现有队员60人，人员范围已
覆盖各部门。并成立领导班子，下设

了办公室，出台了专门的工作制度及
工作方案。2021年，诉讼服务队获得
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岗”等荣誉表彰。

在前三支队伍的先行经验下，以
及各队在服务中发现的普法必要性，
2020年9月，县妇联协同县法院、县
检察院、县司法局等政法部门女干警
又组建了“巾帼普法队”（下称普法
队），采取集中活动和分散活动相结合
的方式，通过普法讲座、普法宣传、普
法节目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普法
宣传活动。

强联动

蓬溪县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宋
红敏是诉讼服务队的队长，也是巾帼
普法队队员。吴女士向县妇联求助，
县妇联联动调解队对其调解无
果后，积极引导吴女士向法院
起诉，并联动诉讼服务队对其
开展服务。

宋红敏介绍，诉讼服务队
成立后，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方面实施了众多新举措。如提
出了对遭受家庭暴力、追索抚
养费等妇女儿童身处困境急需
解决的案件，坚持做到“四快”，
即快立、快审、快结、快执，并对
困难当事人予以减免诉讼费
用。

诉讼服务队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司
法作用，宽严相济，“打击”与

“保护”并重。在审理女性、未
成年人犯罪时，“寓教于审”和

“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全
面落实审判工作中对妇女和儿
童的保护。但对拐卖妇女儿
童、强奸等案件，做到从严、从
快审理。对存在家庭暴力或虐
待、遗弃家庭成员以及赌博、吸
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等情形的离
婚案件，做到敢于判离。

至今，诉讼服务队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8份。穷尽执行

手段，将1700余件涉及妇女儿童权益
保护案件执行到位。

在吴女士起诉离婚案件中，吴女
士在法律服务援助队的指导下，向法
院提起了诉讼，提出了解除婚姻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家庭财产分割等诉
求。提起诉讼当日，蓬溪县人民法院
鸣凤人民法庭（家事审判专业化法庭）
便立案，并在8小时内发出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

“本案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因家庭
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这类案件大多
矛盾激烈、调解率低、离异率高。”同时
作为此案承办人的宋红敏介绍，承办
法官在办理该案时，充分考虑了家庭
暴力因素，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婚
请求和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
违反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旗
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

“本案中的吴女士为受害者如何
申请人身保护令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宋红敏说，她具有很强的证据意识，在
家暴发生后及时报警，保存各种能够
证明施暴行为和伤害后果的证据，如
处警记录、诊疗记录并完整地提供给
法庭，使得法官能够迅速、准确地作出
决定，及时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因此，
宋红敏将该案作为普法宣传时的典型
案例来进行宣讲。

刘祝清介绍，像宋红敏一样，四支
队伍中的很多队员有多重身份。“大都
来自政法部门和妇联，她们有的既是
调解队队员又是普法队或法律援助服
务队队员。”而“四支队伍的联动工作
也已常态化”，在开展妇女儿童维权工
作中，四支队伍相互支持、配合，联动
开展工作，涉及哪一块工作时，以一支
队伍为主力，其他三支队伍根据妇女

儿童维权工作的需要，协调配合做好
其他相关志愿服务工作。“尤其是在普
调同行工作中，调解队在调解之中普
法，普法队在普法之中调解，坚持调解
与普法同时进行。”

再深化

“下一步，我们想把四支队伍的服
务再往前延伸一段，再主动一些，再更
具针对性一点。”刘祝清说，县妇联计
划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四支队伍的队
员，深入全县偏远乡镇的村（社区）开
展留守儿童家访工作，尤其是针对留
守、流动、重病、失管、失亲等特殊困境
儿童家庭，进行走访和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并将更多地自编自演法治文艺
节目，讲解“家长依法带娃”“赡养老
人”“反对家庭暴力”等法律知识，用通
俗易懂和幽默的文艺演出方式，引导
广大妇女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下一步，还将在各队常态化联动
的基础上，强化各类机制。”宋红敏说，
将强化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司
法建议力度，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参与到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当中，逐步
形成权益保护大格局；构建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主动与公安派出所、妇联、
居（村）委会进行协调与合作，对涉及
妇女儿童权益的家事纠纷，推动实现
集中化解、类案化解、有效化解。

“还将强化家事审判法庭服务功
能。”宋红敏介绍，位于蓬溪县鸣凤镇
的鸣凤法庭，作为特色家事审判法庭，
也是市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示范基
地，近两年来为广大家庭提供了全方
位、多角度、公益性、专业化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成效逐步显现，“下一步
将继续推进家庭教育实践及理论研
究，进一步增强家庭教育服务能力。”

■ 新华社记者
骆晓飞 周盛盛 张龙

“干我们这个行业只要勤快、认
真，就不怕没奔头！”面对着来自周
边村庄的50多名妇女，当了7年护
工的刘锦第一次站上“讲台”，说起
话来面带笑容，目光坚定。

这是当地政府不久前在塘川
镇双树村组织的一次免费培训
班。塘川镇地处青海省海东市互
助土族自治县，作为我国唯一的一
个土族自治县，互助县总人口超过
43万人。

近年来，靠着勤劳和诚信，互助
县籍的家政从业者已成为西宁、海
东等地的行业主力军。为有效提升
乡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互助
县近年来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扶持
家政企业等方式，不断促进当地家
政行业发展壮大。

“给婴儿擦拭面部的时候手要
轻、要慢……”45岁的寇云山是双树

村人，她一边听讲，一边认真在笔记
本上记下要点。“听说现在去城里做
家政很赚钱，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
加这个培训班。”

据悉，互助县目前共有家政服
务企业80多家，辐射带动当地1.5
万人次实现就业，人均年收入达3.5
万元。

“现在的政策真是好，只要你想
干家政，政府就能帮你免费培训，还
能帮忙介绍工作哩！”从事护工行业
7年来，刘锦深切体会到当地家政行
业的发展之快。

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时，因没
有经过专业培训，刘锦就买来家政
护理方面的书本自学，遇到不懂的
地方就向身边有经验的人请教。

在日积月累的工作、学习中，刘
锦不但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护工，
还带领同村几十名姐妹进城就业。
如今，刘锦靠当护工每月能有8000
多元的收入，农忙时节还能回家种
地、照顾家人。

“我们公司签约的家政员工近
200人，基本上都是互助人。由于工
作专业、踏实，她们很受市场的欢
迎，现在常常是供不应求呢！”青海
嘉荣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石
晓旭告诉记者，另一个变化趋势，就
是男性从业者越来越多，“一名男护
工的月收入能达到一万多元，现在
护工队伍中看见男性，已经不是一
件稀奇事了。”

从就业技能的提升到思想观念
的转变，互助县越来越多的农村闲
置劳动力加入到家政行业中，“互助
家政”也已经成为当地一张“新名
片”。

“互助家政行业的兴起，不仅解
决了农村闲置劳动力就业问题，而
且打破了进城务工的季节性限制。
过去在企业务工无法兼顾农业生
产，现在农闲时进城做家政、当护
工，农忙时回乡种田，城乡两头有钱
挣，收入更高、更有保障。”互助县就
业服务局局长曹有德说。

法律服务援助队、调解队、诉
讼服务队、普法队，这四支队伍源
于群众需要而有针对性地打造。
很多队员有多重身份，大都来自
政法部门和妇联，她们有的既是
调解队队员，又是普法队或法律
援助服务队队员。

在开展妇女儿童维权工作
中，四支队伍相互支持、配合，联
动开展工作，涉及哪一块工作时，
以一支队伍为主力，其他三支队
伍根据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需
要，协调配合做好相关志愿服务
工作。

““女子诉讼服务队女子诉讼服务队””队员李悦开展赡养案件纠纷判后答疑工作队员李悦开展赡养案件纠纷判后答疑工作。。 ““巾帼普法队巾帼普法队””队员深入社区开展普法宣传队员深入社区开展普法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