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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忧调解室”巧解家事千千结
江苏常州经开区妇联——

横向上，由区妇联与区民政、
司法等部门联动，成立婚姻家庭
纠纷调解委员会，以回访、摸排、
分流、化解的流程处理矛盾；纵向
上，在街道、社区（村）、村民小组
建立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站。妇女
组长、村民小组长及时发现婚姻
家庭纠纷激化的苗头和隐患，律
所、社会组织、法治带头人、“法律
明白人”、志愿者等成为调解队伍
的有益补充，形成了“专业+”的服
务模式，让调解既有智慧又有温
度。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 常景芙

“整天吵吵吵，日子不过了！”前不久，
江苏省常州市居民曹女士和丈夫“闹”进
了经开区妇联“解忧调解室”。两口子没
想到，家事调解员周彩芳和他们聊起了家
常。

是“聊”，更是“婚姻体检”。“两人是自
由恋爱结婚，婚姻中并没有不可调和的重
大矛盾，以及家暴等恶劣情节，更多是因
缺乏沟通引起的吵闹。”一番“望闻问切”，
周彩芳心里有了底，二人感情并未完全破
裂，有和好的可能，“给你们一周冷静期，
深思熟虑后再作决定。”最终，一场纠纷画
上了句号。

2021年1月以来，常州经开区妇联联
合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民政等部门，
借助律所、社会组织、心理学专家、法治带
头人、“法律明白人”等力量，陆续构建了4
个层级、百余个“解忧调解室”。

一年多来，“解忧调解室”充分发挥减

压作用，有效化解家庭矛盾，为各类家事
矛盾“解忧”奔走。

找到痛点，巧断家务事

周彩芳在司法战线耕耘多年，曾获
“全国模范司法所长”称号，成功化解过
2000多起家庭矛盾纠纷。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周彩
芳有着一套巧办法。在她看来，关键是要
找到痛点、不怕麻烦，“有时一席深谈，吵
得不可开交的双方便能握手言和，有时则
需要多次沟通。”

丈夫沉迷赌博，对家里既不出钱又不
出力，吵闹的时候，甚至拳打脚踢。不久
前，家住潞城街道的王女士找周彩芳求
助。周彩芳为她倒了一杯茶，温和地安
抚，等她平复情绪后，理清了矛盾的前因
后果。

周彩芳认为，保护王女士人身安全是
首要的，便果断联系律师，为她“撑腰”。
紧接着，又通过区妇联出具“家庭暴力危
险告知书”，帮她通过离婚诉讼维护自身
权益。

“调解家庭纠纷，不能以结果论英
雄。”周彩芳说，能帮助夫妻化解矛盾、修
复感情固然好，但遇到配偶酗酒、家暴等
情况时，也要勇于化身守护者，帮助弱者
维权。

几次沟通下来，看到夫妻俩对这段婚
姻心有不舍，有和好之意。周彩芳又联系
相关部门，为王女士的丈夫介绍工作，帮
助他入职一家企业，改掉了赌博陋习。见
到丈夫的转变，王女士主动撤回了诉讼，
一家人踏踏实实过起了小日子。

“小事不解决，就可能酿成大问题。”
周彩芳说，夫妻关系不和、婆媳关系紧张、
亲子教育粗暴、赡养老人不到位等，往往
会引发矛盾升级和连锁反应，“解忧调解
室”就是要消除这些潜在隐患。

“一条龙”服务，“和事”在田间

一面调解员风采墙、几盆茂盛的绿
植、舒适的座椅……在潞城街道“解忧调
解室”，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看到，近20
平方米房间收拾得十分温馨。不过，大部
分时间，调解员们不是坐等群众上门，而
是主动上门调解。

“解忧调解室”调解员、常州经开区横
山桥人民法庭庭长黄文娣告诉记者，在乡
村基层，很多人举证意识比较薄弱，要“关
起门来”搞调解，一是到案件发生地收集
材料，最大限度查清事实，让矛盾不出家
门得到解决；二是找知情的村委、社区工
作人员帮忙，加速化解纠纷。

“既调解，也为面临困境的妇女提供
情绪疏导，帮助她们开始崭新的生活。”黄
文娣曾接待过这样一位当事人：女方李某
和丈夫21岁的独生子因工伤身亡，此后
家中“阴云”密布，李某的精神一蹶不振。
几年后，丈夫想重新组织家庭，三次起诉
离婚，李某始终不同意。闹到黄文娣面前
时，双方亲友大打出手，矛盾极度激化。

经过走访了解，黄文娣判断，夫妻双
方的感情已经破裂。考虑到李某丈夫主
导了共同财产的划分，近60岁的李某一
旦离婚，就无处可居。黄文娣三次来到村
委会，联合村里的老书记、妇联工作人员
一起做男方的思想工作。“我从亲情、多年
的夫妻感情着手，希望他换位思考，不要
一味细数过往彼此的不是。同时从法律
的角度释法明理，劝说他在财产上给予女
方较高比例的分配。”听着劝说，看着满头
白发的李某，男方态度渐渐松动，最终同
意离婚后给予李某15万元，以及一套带
底商的老房居住。

“当天双方签下协议，已是晚上10点
多钟，出门时满天星辰。”黄文娣说，几个
月后回访，李某已染黑了头发，人精神了

很多，常常和亲友们跳广场舞，脸上也有
了笑容。

脚步不停、嘴巴不停、调解不停……
家事调解员们奔走于千家万户，“和事”在
田间地头，把家庭调解搬到老百姓的家门
口，提供心理疏导、婚姻调适、法律援助等

“一条龙”服务，尽量让家庭矛盾“小事不
出网格、难事不出村”。

治理提效，彰显“法理情”

在常州经开区每个村和社区，都有这
样的“解忧调解室”。

横向上，由区妇联与区民政、司法等
部门联动，成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
会，以回访、摸排、分流、化解的流程处理
矛盾；纵向上，在街道、社区（村）、村民小
组建立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站。妇女组长、
村民小组长及时发现婚姻家庭纠纷激化
的苗头和隐患，律所、社会组织、法治带头
人、“法律明白人”、志愿者等成为调解队
伍的有益补充，形成了“专业+”的服务模
式，让调解既有智慧又有温度。

父母和子女发生争执、夫妻不和、婆
媳不睦……从法律法规到村规民俗，只要
涉及家中的难事、烦心事，都可以说一
说。调解员们精通乡情，地熟、人熟、事
熟，对各种矛盾纠纷掐得准“脉”，摸得着

“门”，鸡毛蒜皮也能剖析得明明白白。小
小调解室，不仅为基层治理抹上了一道

“润滑剂”，也为乡土社会带去了文明乡
风。

“家事纠纷调解工作室，不单是个矛
盾纠纷调处点。”常州经开区党群工作部
副部长、经开区妇联主席戴彩莲表示，“基
层治理提效，家庭正是前哨。作为家事调
解员，我们既要维护好妇女的权益，彰显
家事调解的温度；又要运用好法、理、情，
化解更多的家庭矛盾，弘扬好家风，共建
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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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证书考过即可“月入过万”，靠谱吗？
■ 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 吴文诩 向定杰 杨静

健身教练、收纳整理师、家庭教育指
导师……眼下正值春招旺季，网络上各类
技能培训考证广告令人眼花缭乱。与数
百、数千元培训费相比，动辄月薪上万元
的承诺令不少求职者怦然心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培训
机构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为名开展培训，
乱收费、滥发证，不少求职者被“割韭菜”。

“兼职月入过万”“权威认证”可
能是“坑”

记者在网上搜索“资格证”发现，各类
虚假宣传层出不穷。有些培训广告夸大
证书含金量、就业前景，宣称“家庭教育指
导师岗位缺口数百万，拿下证书就有了金
饭碗”等。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培训机构混淆培
训证书与职业资格证的区别，称“培训证

书是国家要求的入职门槛”。事实上，包
括网上炒作的“碳排放管理师”等在内的
一些职业，并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021年版）》中。

据了解，《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中共计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13项。而网上一些培训机构声称的
所谓技能培训证书，与国家认可的职业资
格证书并不是一回事。

还有的培训机构为获取学员信任，声
称挂靠权威机构。近日，由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服务中心主办的
网络教育培训专业平台——中国国家人
事人才培训网发布公告，称有机构以该网
名义进行虚假、夸大宣传等行为，“极大地
误导了学员，严重损害了学员权益”。

“割韭菜”套路多：多办优惠、诱
借消费贷……

近年来，我国技术技能职业类社会服

务行业市场活跃，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
培训认证成了一些机构的牟利工具，衍生
的“卖证”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记者咨询中，有机构发来证书图
片，称“最快4天就给你寄出来”。机构客
服称可办理健身教练等证书；等级不同，
收取的费用也不同，高级证书收费500
元左右；如果办理多个证书可以适当优
惠。

记者调查发现，针对一些毕业不久的
大学生客户，有的培训机构为牟利甚至诱
导学员借消费贷。一家培训机构负责人
介绍，仅需4680元参加线上培训就可以
拿到心理咨询师证，“钱不够的话，可以使
用网贷分3到24期偿还。”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一份调研报
告显示，近一年来北京法院审理的128件
涉考证培训纠纷案件中，原告为毕业不久
大学生的案件比例高达72%，由于该部分
人群本身经济能力较弱，部分机构诱导学
员与其关联公司签订消费贷合同，从而牟
取额外收益。

加大“山寨证书”治理力度 规
范新职业技能培训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
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
工作的通知，对面向社会开展的技术技能
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专项治理。

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吴旭梦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网监等部门
联合执法，对滥发虚假培训广告行为依法
予以重罚；在经营培训软硬件设施方面设
置标准，支持合规培训机构良性发展。

不少培训乱象发生在新职业领域。贵
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助理总裁马进建议，相
关部门在发布新职业时，同步发布统一的职
业技能标准和评价机制，减少政策空白。

顺义法院天竺法庭庭长商兴加建议，
主管部门加强政策信息发布，对毕业生开展
职业资格考试政策咨询等，让求职者对证书
合法性和含金量心中有数。

（参与采写：孙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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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需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
暴受害人，妇联干部或公安民警会协助
其通过易诉平台，上传申请表和身份证
件、报警回执、医疗诊断书、威胁短信等
证据材料申请立案，法院在线审核并签
发保护令，申请人最短在20分钟内就可
以取得。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 乐丁

“姐姐，我又遭熊某打了，我该
怎么办呐……”日前，一脸泪痕的刘
某来到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妇联
副主席方芳的办公室，把身上的伤
痕展示给方芳看。

“不要哭，坐下来慢慢说。”方芳
柔声安慰道。

原来，刘某和熊某协议离婚后
仍在一起生活，熊某多次因为家庭
琐事殴打并威胁刘某及家人，当天
熊某因为心情不好又对刘某下了重
手。

“忍让和眼泪都不能解决问题，
要拿起法律武器，我可以帮你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方芳告诉刘某。

“麻烦不麻烦？”刘某期待地问。“不
麻烦，我来帮你申请。”方芳当即通
过“易诉平台”帮助她申请了人身安
全保护令，20分钟后，就将盖有法
院电子印章的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
定书交给了刘某。“现在能非常快地
办好人身安全保护令，让姐妹们少
了担忧，多了安全感。”方芳感叹地
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从规定的72小时到现在的20
分钟，巴南速度是怎么办到的？这
一切都得益于巴南区建立的反家暴
联动平台和互联网+平台。

建立反家暴联动工作机制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一旦发
生需要求助，受害人首先会向派出
所报案，或向妇联寻求帮助。法院
直接受理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一
般是在审理家事纠纷中由受害人提
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为了强化家庭暴力案件部门协
作配合，巴南区制定了《反家庭暴力
工作联动机制实施细则》，成立反家
庭暴力工作联动协调小组，整合了
法院、公安局、妇联等10家单位力
量，建立了反家暴联动工作机制。
巴南法院与辖区28家派出所、23个
基层妇联组织建立联动工作群。“这
样第一时间共享信息、迅速应对，将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工作前移，实
现及时阻断重复施暴行为。”巴南区
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秀荣介绍。

妇联在接待群众来访时如发现
家庭暴力，立即制止并协助受害人
报警。派出所对所有涉家庭暴力案
件出警核实，并在报警回执中添加
对家暴行为的核查情况。对接收到
的家暴警情，经受害人同意后，可由
派出所或妇联组织协助其向法院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签发人身
安全保护令后，由派出所或妇联组
织协助法院向受害人及施暴人送达

并进行后期跟踪回访。“在法院受理的538起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中，由公安协助立案330件，妇联协助立案30
件，占法院受理案件总量的66.9%。”刘秀荣说。

易诉平台提高办理效率

为了减少当事人来回跑路，提高人身安全保护令申
请办理效率，巴南区法院商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重
庆智慧法院易诉平台增加电子签章、司法文书逆向传输、
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等便民功能。对于需要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家暴受害人，妇联干部或公安民警会协助其
通过易诉平台，上传申请表和身份证件、报警回执、医疗
诊断书、威胁短信等证据材料申请立案，法院在线审核并
签发保护令，申请人最短在20分钟内就可以取得。

据记者了解，巴南法院还制定了《家事案件审理规程
（试行）》《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的若干规定》等
规范性文件，细化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办理流程，促进人
身安全保护令更好更高效地发挥反家庭暴力的作用。

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是“摆设”

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会成为“摆设”吗？
被申请人洪某在收到人身保护令裁定后，仍不停地

给申请人包某打电话、发短信300余条，坚持要与女方保
持恋爱关系，已经构成了妨碍、骚扰申请人包某，巴南法
院对其做出了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对签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巴南区按照“谁办理谁负
责”及属地原则，由当地妇联干部、派出所民警与申请人
开展“三结对”，即结对回访、结对跟踪、结对帮扶。法院
加强对被申请人的法治教育，跟踪回访保护令执行情况，
对违反保护令的被申请人依法采取司法惩戒措施。

自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巴南区共受理人身安全
保护令申请538件，作出447件，驳回15件，准予撤回75
件，终结1件。因当事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司法
惩戒5件，其中罚款4件，拘留1件。受理和签发总量均
居重庆市法院系统首位、全国基层法院前列。“通过签发
和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6年来共计保护了约900名妇
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约400个家庭直接受益。在签发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未再出现家庭暴力恶性事件。”
刘秀荣表示。

地方传真传真

▲ 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上太阳
村助老员在扣除服务对象电子津贴中
的“重阳分”。

2021年以来，浙江
省杭州市临安区民政局
探索推进多元化普惠养
老服务，推行养老服务
电子津贴制度，将养老
服务津贴以电子津贴

“重阳分”形式发放至老
人社保卡养老服务专
户，老人可根据实际需
求自行选择上门居家养
老服务、入住机构养老
服务等方式，实现由“被
动式”服务向群众“主动
式”消费转变，提升养老
服务普惠性、精准性。
目前，临安区电子津贴
服务已惠及 65%的城
乡老年人群体。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 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上太阳
村助老员给82岁的何冬书老人（右）
上门量血压。

杭州临安推行养老服务电子津贴制度

点点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