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祖斐（1898—1998），儿科专
家、儿童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参与
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儿童医院、第一所
儿童营养研究室，是我国儿科事业的
先驱者、儿童营养学之母。

1898年，苏祖斐出生于上海一
户教育世家。因家人受病痛困扰，苏
祖斐立志学医，1927年她报名参加
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考试，并被录
取。1928年她获沪江大学的理学学
士学位，1932年从协和医学院顺利
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毕业后，苏祖斐留在协和医学院任儿科住院医
师。工作期间，她发现由于营养不足，身体抵抗力
弱，患儿病死率高，所以特别重视儿童营养，并且在
以后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把儿童营养作
为重点。1933年，她撰写了《儿童营养》一书，向社
会大众宣传儿童营养知识，出版后极受欢迎，数次
再版。

1934年，苏祖斐受邀南下湖南长沙，担任湘雅
医学院儿科主任。彼时，正值湘雅医学院儿科草创
之际，条件极为艰苦，但她尽己所能，为控制当时施
虐的儿童脑膜炎做了大量工作，并为该学院培养了
第一代儿科主任。1937年，苏祖斐目睹淞沪抗战
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沦为难童，难民收容所内的
儿童疾病丛生、大量惨死的景象，她毅然放弃了赴
美进修的机会，留下来为难童服务。她与儿科专家
富文寿共同创办了上海难童医院，并就任医务主任
兼主任医师。在湘雅医院和上海难童医院工作期
间，苏祖斐对儿童营养问题十分关注，注意到脚气
病、干眼症及患儿高死亡率与维生素B1、维生素A
和维生素C缺乏有关。抗战期间，她救治了无数的
难童病儿。1940年，苏祖斐与富文寿聘请沪上知
名人士组织董事会，改组医院，成立了上海儿童医
院，这是中国第一家儿童专科医院。

1947年7月—1948年9月间，苏祖斐到纽约

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学习了用链霉素和噻唑砜治
疗结核性脑膜炎的化学疗法，回国时她又带回一些
噻唑砜。她在上海试用这种新疗法，治愈率达
90%。随后，她将治疗经验写入论文《儿童结核性
脑膜炎联合疗法》。在20世纪50年代，她曾任中
国儿童结核性脑膜炎科研计划的指导者。

1953年，上海儿童医院与上海市儿童保健院
合并成立上海市儿童医院，苏祖斐任副院长兼医务
主任。1954—1955年，苏祖斐带领医学院同学及
医院医务人员先后多次赴江浙农村及市郊各县，全
身心投入防病、治病工作中，并撰写了论文《儿童时
期的血吸虫病》，对儿童血吸虫病的分型和转归做
了详细分析。1957—1958年，全国麻疹流行，苏
祖斐制定的治疗方案获得了卫生部门的认可和推
广，使得患儿死亡率明显下降。1958年，苏祖斐参
加学习班学习中医并与中医师徐蔚霖合作撰写中
西医结合的《儿科临床手册》。该书于1959年出
版，很受读者欢迎，也曾多次再版。1961年，她首
创用鲜鱼蛋白代替乳类喂养婴儿获得成功，应用鱼
蛋白粉治疗营养不良及婴儿腹泻，疗效显著。
1963年，苏祖斐与遗传学家合作分析一例先天愚
型患儿的染色体，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于《中华
儿科杂志》。1964年，苏祖斐主编出版了《实用儿
科营养学》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
绍儿童营养学的权威性著作，奠定了我国现代儿童
营养学的基础。

1978年，苏祖斐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营养
研究室，开展母乳喂养调查、代乳品研制、儿童营养
供给量标准和两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与疾病等课题
研究，该机构后来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重
要的调查与合作。虽年事已高，苏祖斐仍亲自指导
研究生，并多次赴美国和欧洲多国考察访问。

1998年，苏祖斐安然辞世，为中国儿童医疗和
营养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与杨崇瑞、林巧稚
一样，苏祖斐终身未婚。她热爱儿童，醉心医学，将
一生的时光都献给了祖国的医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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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数字乡村建设是乡

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留守女性的作用不可

忽视。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正置身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沿，逐步

实现角色转变并由此为农村数字化建设带来新的价值赋能。充

分关注与激活留守妇女的整体价值潜能，是实现数字乡村建设、

助力“数商兴农”工程实施的重要途径。关注留守妇女在数字乡

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CHINA WOMEN’S NEWS新女学主编 蔡双喜 责编 刘天红 美编 张影 2022年5月10日 星期二 5

特别策划策划 “新‘两纲’观察与思考”系列⑥

数字乡村建设中留守妇女的角色与价值

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建设的发展与进路

主持人：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华夏科技女杰群芳谱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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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家庭暴
力法”颁布开始，
我国顺应反家暴
事业发展需要，坚
持系统观念，把体
现人民利益、反映
人民愿望、维护人
民权益、增进人民
福祉落实到反家
暴法治体系建设
全过程，出台了更
深入、广泛、细致
的规定，反家暴法
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不断增
强，反家暴法治体
系初具规模。进
一步发展反家暴
事业，仍需全面推
进反家暴法完善，
在全社会树立性
别平等和对家暴
“零容忍”的观念，
建立以受害人为
中心的法律实施
机制，并加强对加
害人的教育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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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建建

我国反家暴法治体系的最新重要发
展动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其第23
条要求公安、民政、医疗等组织和负有法
定救助义务的个人应当对处于家暴等危
难情形的妇女及时施救；第31条禁止以
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结束同居、离婚之
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个人
隐私，否则受害人可采取必要的防卫措
施及向法院申请保护令。2021年9月国
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
203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
2030年）》（以下简称“两纲”）亦为反家
暴提出了“十年规划”。从2015年12月

“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开始，我国从中央
到地方各层面的政策法规又对反家暴提
出了更高要求，出台了更深入、广泛、细
致的规定，反家暴法的系统性、整体性、
协同性不断增强，多部门合作反家暴的
理念不断强化，反家暴法治体系日益完
善。笔者认为，发展我国反家暴事业，仍
需全面推进反家暴法治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在全社会树立性别平等和对家暴“零
容忍”的观念，建立健全以受害人为中心
的法律实施机制，并加强对加害人的教
育惩治。

反家庭暴力法治体系初具规模

反家庭暴力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
的基本要求，日益完善的反家暴法治体
系已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第一，反家暴纳入党中央、国务院
的全局性政策。2021年3月，“十四五”

规划要求加大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力
度。随后，两纲提出深入实施反家庭暴
力法，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一切形式的
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性侵害、家庭暴力、
遗弃等侵犯儿童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
行为，将其作为加强对妇女儿童法律保
护的主要目标之一。两纲还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策略措施。2021年6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宣部、司法部《关于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年)》，有关防治家庭暴力
的法律法规被作为普法重点内容之
一。民政部、中国残联、教育部等相继
印发本系统法治宣传八五规划落实中
央普法要求。2020年8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
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要求积极为
离家在外的家暴受害人等临时遇困人
员提供救助。

第二，在立法上，我国已有十部现行
有效的法律对家庭暴力作出明文规定，
反家暴的规则更加细致明确。其一，
2022年1月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不得实施家暴。不施暴成为对优良
家风、良好家教的基本要求，通过言传身
教反对家暴，有利于阻断家暴的代际传
递。其二，作为我国司法人权保障的里
程碑式立法，2022年1月施行的“法律援
助法”第32条规定，家暴受害人主张相
关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
条件的限制。我国对申请法律援助的家
暴受害人开设绿色通道，有利于增强受
害人获得法律保护的专业能力。其三，
2022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
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第23条强调法定救助义务，并将“反家
庭暴力法”的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到恋
爱关系和离婚关系，保护分手暴力的受
害人，这是对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典型
案例所总结的司法经验的进一步确认。
其四，2018年以来“民法典”“未成年人
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
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卫生法”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均禁止家暴，针
对离婚、儿童监护、老年人、残障者、精神
障碍者、公职人员等规定了具体措施，例
如2020年7月施行的“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法”第40条对实施家暴的公职人员区
分情节设置了从警告到开除三个处罚幅
度，有利于公职人员提升不施暴及反家
暴自觉性。

第三，在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层面，
对家暴的具体情形予以更多关注。2022
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等七部
门共同发布《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有利于解决保护
令实施中的发现难、证明难、执行难等问
题，对健全保护令实施机制具有重大意
义。此前，2022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等
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加强残疾人司法保
护的意见》，对于无法申请保护令的残障
者，残联等单位可以代为向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布第三十一批指导性案例，在离婚纠
纷案中，检察机关尊重家庭暴力受害人
真实意愿，依申请支持其起诉维权。
2021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妇
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在办理涉未成年
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
型案例》，训诫有轻微家暴情形的监护

人，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和监护能力。
2021年6月，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
规定》重申学校或教职工对学生受家暴
的，需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履
行强制报告义务。2021年5月，民政部、
发改委《“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要
求优先发展以家暴受害人等为重点服务
对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养专业人
才。

第四，在地方规范性文件方面，反家
暴政策实施保障更为有力。我国现有
1888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司法文件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了
反家暴的内容，涉及法律援助、社会救
助、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妇女儿童老人
残障者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法治宣传等，
纷繁细致，具体而微，全力保障把国家反
家暴政策法规贯彻落实到基层。

反家暴法治体系发展展望

“两纲”为我国反家暴提出了十年规
划，结合实际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笔者认
为，我国反家暴事业将从执法者理念的
提升、民众观念的改变到法律法规可执
行层面不断发展，反家暴法治体系将进
一步完善。

第一，加大反家暴法的实施力度。
对警方、教育、医疗等机构和人员进行反
家暴培训，提升执法者、负有反家暴职责
和强制报告义务主体的性别平等意识，
树立对家暴“零容忍”的理念，在坚定信
念的基础上知法、执法、履职。

第二，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建立
健全社区网格化家暴监控与报告处置机
制的联动，通过法治教育宣传提升民众
对家暴风险的感知度、敏感性，提升民众

反家暴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证据意识，
使有行为能力的受害人能够知法懂法用
法，使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受害
人信息及时转至法定强制报告义务主体
从而获救。

第三，增强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和可
执行性。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细则，使
反家暴工作机制更便捷高效，最高人民
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仍可用典型案例
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率先垂范，细化在
特定情形下对反家暴规则的司法适用。

第四，完善多部门合作机制。加强
强制报告义务、警方受案立案、保护令申
请与签发执行、民刑事案件起诉与审理、
加害人的惩治矫正、受害人庇护救助等
多部门之间协同合作，建立健全警方执
法及司法等数据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

第五，完善对受害人的救助康复机
制。加强对受害人的心理抚慰和生活救
助，包括保密性好的安全庇护所、受害人
的法律援助与心理康复等，大力发展面
向受害人的社会组织，提高对受害人的
救助预算。

综上，根据党中央坚持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坚持儿童优先发展、深入实施妇
女儿童发展纲要的要求，我国顺应反家
暴事业发展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推
进，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
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反家
暴法治体系建设全过程。期待我国反家
暴事业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的基础上，促进公民自觉守法，进一步惩
治矫正加害人，充分及时保障家暴受害
人权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

■ 于凤静 华乔

近年来，我国积极倡导“数字乡村建
设”，以“互联网下沉”的方式努力填补城
乡“数字鸿沟”。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留
守女性的作用不可忽视。今年2月，中
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实施“数商兴农”
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推动“数商
兴农”工程可持续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是
基本保障。当数字时代新事物出现时，
女性的接受度和包容度使她们更易于发
挥自己的社会作用。当前，农村留守妇
女正置身于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沿，从数
字化成果的体验者、参与者转变为数字
时代的前沿生产力。

留守妇女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角色转换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
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留守妇女、老人和留
守儿童成为农村主要人群。而当农村留
守妇女从单一的家庭劳作或密集型劳动
产业向数字智慧型发展产业时，数字社会
尤其是数字乡村建设便赋予了她们更多
的角色转换机会。

——从“闭塞的劳作者”转变为数字
时代的参与者。伴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农村土地耕种不再是男性的主业，而
成为留守妇女的主要工作，单一的劳作
模式和相对闭塞的生活环境，导致农村
留守鲜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随着数字
时代的到来，农村留守妇女的这一生活
现状被极大改善，她们借助互联网的优
势实现群体性的转变。当数字观念在群
体中传播时，由此产生的联动效果便开
始出现，农村留守妇女以群体性姿态通
过数字平台打开视野、了解外界。她们
不再只是留守农村的劳动者，而是数字时
代的参与者。她们在通过数字平台认识
世界的同时，也将自身乃至身处的乡村带
入数字时代。

——从“居家赋闲者”转变为数字经
济的创造者。农村留守妇女的工作时间

普遍集中于某一固定农时，其余时间则往
往赋闲居家。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她们提
供了更多参与数字经济生活的机会，闲暇
时间得以充分利用。留守妇女以微商、直
播带货、短视频变现等方式创造经济价
值，实现了从“居家赋闲者”到经济创造者
的角色转变。

——从被迫“留守者”转变为网络社
群的创建者。在数字时代，这群被迫的

“留守者”似乎发现了自己生活的另一片
天地。调查显示，在湖北省诸多以“乡村
工作交流群”“商店便民服务群”“闲置物
品售卖群”“牲畜饲养群”等命名的乡村社
群中，乡村留守妇女已成为主要的创建者
和交流者。她们于其中分享日常生活、种
植、饲养等经验的同时，也提供便民、利民
服务，并且她们正在努力尝试对所建的网
络社群进行管理，维持社群的日常活跃
度、便捷度和适用度。这一行为既实现了
留守妇女个人的价值升华，也促进了和谐
乡村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中留守妇女的价
值赋能

数字技术的下沉，重塑了农村留守妇
女的角色，进而激活了她们的价值潜能，
为留守人口集中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带来
生机与动能。

—— 视 频 、直 播 风 口 下 的 经 济 创
新。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实施，促
使留守妇女以极大的热情纷纷加入数字
经济大潮中来。从依托微信平台进行的
微商，到当下热火的短视频直播带货与
流量变现，农村留守妇女逐渐掌握了数
字时代的经济“密码”。她们往往以分享
农村日常生活、家庭琐事、拍摄搞笑段子
等方式为网民持续输出内容，在获得可
观的经济收入后，部分人会将“副业”作
为“主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留
守妇女实现了个人经济创收，甚至可以
带动所在乡村成为“热门打卡地”，进而
带动整体乡村经济振兴。据报道，在留
守妇女周红英的带领下，湖北麻城市黄土
岗镇堰头垸50名留守妇女在淘宝、拼多

多、抖音等平台通过直播的方式售卖金丝
菊、腌菜、葛根粉等200多种当地出产的
农副产品，近一年来的销售额有500多万
元。堰头垸村位于大别山深处，曾经是国
家重点贫困村，2500多口人有1000多人
外出务工。50名留守妇女变成了土网红
后，堰头垸也成为麻城市第一网红村，全
国各地每天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一年
超过10万人次。

——依托网络的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
要环节。在农村留守家庭中，由于丈夫
（父亲）的外出务工，留守妇女成为整个
家庭和谐稳定的纽带，在家庭成员的沟
通协调中发挥核心作用。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和功能应用的广泛推广，依托手
机，外出务工的丈夫与留守家庭成员间
的即时沟通交流成为可能，其在家庭建
设中的角色缺失问题得到解决。在这种
依托数字平台的家庭建设中，留守妇女
发挥着核心作用。有调查显示，湖北省
钟祥市一些农村留守妇女在当地学校的
帮助下，通过手机社交媒体与丈夫沟通、
分享家教的方法和心得，探讨孩子的培
养问题，共同探讨家教的大计，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

——基于网络社群的乡村治理。在
数字乡村建设规划中，乡村数字治理体
系日趋完善是重要目标之一。大量人
员外出务工的乡村更需加强数字化建
设，或者说，这种乡村的建设更要依托
数字平台。基于此，网络社群便成为这
种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而作为此类乡
村的“顶梁柱”，热衷于创建、管理网络
社群的留守妇女自然成为数字时代乡
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当代留守妇女有
知识、有文化，数字时代促进了她们的
角色转变，也激发了她们参与时代的热
情。有研究者在湖北广水市城郊乡桥
村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由大多数留守妇
女参与成立的“妇女议事会”除调解村
内家庭和邻里事务外，还参与村内选
举、低保户认定、扶贫等事务。活动开
展过程中，网络社交媒体尤其是 QQ
群、微信群、网络论坛和贴吧等网络社
群起到了沟通渠道和传播媒介的作
用。依靠网络社群的便捷性和普及性，
留守妇女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拥有了一
定的话语权，也助力妇女权力从家庭私
域向乡村公共领域的转向。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重要时
期，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
节。数字时代农村留守妇女实现角色转
变并由此为农村数字化建设带来了新的
价值赋能。充分关注与激活留守妇女的
整体价值潜能，是数字乡村建设、助力“数
商兴农”工程实施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武汉东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