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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从警33年来勘察各类刑事案件现场300
多次，检验法医物证1.3万余件，出具6000余
份鉴定文书，无一差错。面对着斐然“成绩
单”，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
队DNA检验大队队长高馨玉微笑着说，“我
们工作必须严谨细致，才能真正维护被害人
的合法权益。”凭着对法医这门刑侦技术的热
爱，高馨玉用精准的检验结果为一线侦查员提
供办案依据，为死者言、为生者呼。

不忘初心 无悔选择
谈到自己报考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专业

的往事，平日里不善言辞的高馨玉打开了话
匣子。“报考的时候，法医学专业是不接收调
剂学生的，只有主动报考，院系才会录取。”法
医学专业不同于其他学科，不仅要有医学知
识，工作条件和环境还都十分艰苦，这令很多
女生望而生畏。但高馨玉不怕，“我就属于天
生胆儿大那种人，出现场、解剖尸体，样样我

都不比男生差。”
让高馨玉印象最深的一次，还是她在做

实习生时，老师带着她去做一起交通肇事案
件的现场勘验，“当时的现场血淋淋的，尸体
被车辆撞击、碾压得严重变形。”高馨玉丝毫
没有退缩，“想做法医，必须跨过心理这道
坎。”高馨玉告诉自己，“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工
作环境，都要体现出一名法医的专业精神。”

潜心钻研 屡破大案
“一个小姑娘当法医能行吗？”高馨玉刚

进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工作时，很多人都对
她产生过质疑。

法医工作要面临艰苦的工作环境挑战，
高馨玉不怕苦。1991年，黑龙江省讷河市发
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杀人、抢劫、强奸案件。高
馨玉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勘查。到达现
场时，受害人尸体已经开始腐败，恶臭味刺
鼻。当时齐齐哈尔气温达到-20℃，手放在外
面一会儿就冻得生疼。高馨玉和同事们戴着
薄薄的乳胶手套解剖尸体，很快手指和解剖

刀就冻在了一起，她只好把手放进热水盆，解
冻之后再继续工作。高馨玉都坚持下来了。

1992年，高馨玉第一次进行独立勘查，接
手的就是一个恶性杀人案件。她鉴定受害人
是被一根方形木棍击打而死，但侦查部门对
刚工作两年的她持怀疑态度，又请来了资深
法医进行复核。“那位老师的结论是受害人的
损伤是由棍棒及其他工具反复打击所致。”面
对权威，高馨玉坚持己见。“反复打击和一次
性打击所产生的创伤是不一样的，多次打击
形成不了这种损伤！”果不其然，嫌疑人被抓
之后的供述验证了高馨玉的结论。“打那以
后，大家真正信任我了。”高馨玉说。

攻坚克难 成立DNA实验室
随着法医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2009年

高馨玉接到一个新任务——筹建齐齐哈尔市
公安局DNA实验室并承担检验鉴定工作。
这对高馨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虽
然有点儿遗传学的理论基础，但从来没有学
过DNA检验技术。”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高

馨玉决定奋起直追。
由于没有系统的学习资料，高馨玉每天就

利用休息时间在网上找资料，并千方百计向同
事同学借阅，为了能够快速地掌握理论知识，
她常常一学就是一个通宵。最终，她用3个月
就学成了别人6个月的学习内容。2009年下
半年，她领衔的DNA检验实验室成立了。

“以前检验用的是排除法，现在通过DNA
比对，可以快速地确定犯罪嫌疑人，极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谈及此，高馨玉十分自豪。“我们实
验室实施DNA检验两个月后，就在一起命案中
通过现场遗留物的DNA检验，直接锁定了犯罪
嫌疑人，破获了一起案件。”DNA实验室成立至
今，受理案件近7000起、检验材料4万余份，为
各类案件侦查诉讼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同
时，实验室累计培训民警800余名，有力地促进
了刑事技术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我将继续承担好全市各类刑事、治安案
件的DNA检验鉴定工作，也将尽我最大的努
力让年轻人的专业水平不断提高，为鹤城平
安稳定作出贡献。”高馨玉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倪映华 吴黎娃

不久前，浙江金华检察机关和妇联共同
开展了一项困难妇女联动司法救助行动。2
月初，检察官、妇联干部会同人大代表到永
康市前仓镇后吴村，看望因案致贫的困难群
众舒某，为其送去5万元人民币的救助金。
这是今年金华市首个困难妇女联动司法救
助案例。

事情还要从2014年说起。当年，家住后
吴村的舒某与其丈夫吴某不幸遭遇车祸，吴
某当场死亡，舒某经抢救后双腿截肢。事故
发生后，肇事车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赔偿
65万元。因肇事司机家里经济困难，舒某一

家未能获得有效赔偿。舒某本人因车祸致
残，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就此陷入困境。祸不
单行，2020年，舒某又查出患有恶性肿瘤，因
无钱医治，只能到亲戚朋友处借钱看病。经
过多次放疗、化疗，目前虽已完成阶段治疗，
但仍需每三个月复查一次。

看到舒某的日子愈加窘迫，2021年，全
国三八红旗手、金华市人大代表等介入组织
调解，和肇事司机达成一次性赔偿约定，双方
和解。考虑到舒某的现实困难和后续治疗费
用等问题，在妇联的帮助下，舒某办理了低保
补助。

自2022年3月以来，最高检、全国妇联
联合发起“关注困难妇女群体 加强专项司法
救助”活动，金华市检察院、市妇联迅速响应，

制定了全市专项活动方案，积极构建“1+N”
司法救助多元机制，切实加大对困难妇女救
助帮扶力度。

永康妇联在“四必访四必应”走访排摸中
得知舒某虽获得了部分赔偿，可高额的医疗
费用对其家庭仍是沉重的负担，永康妇联随
即将其救助线索移送永康检察院。经检察机
关审核，舒某符合司法救助条件，市、县两级
检察机关随即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同步开展

“1+N”帮扶机制，妇联、人大代表等各方力量
联动点亮舒某生活。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1+N ”
帮扶机制中的“1”指的是检察机关的专项司
法救助金，“N”是妇联、人大、爱心企业等各
界力量共同参与救助。近一年来，在“1+N”

帮扶机制运作下，金华市共救助困难妇女
152人，发放司法救助金289.1万元，切实解
决困难妇女及其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

作为今年“首案”，在舒某收到的5万元
救济金中，2.4万元为检察机关专项司法救助
金，剩余的2.6万元为妇联联系的巾帼建功
标兵（爱心企业负责人）捐赠。此外，人大代
表等各界力量跟进介入，协调肇事方履行赔
偿款、对困难妇女开展关心关爱等。

下一步，金华市检察院、市妇联将继续深
入开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 加强专项司法救
助”活动，围绕“凡是符合救助条件的困难妇
女，均应及时提供救助帮扶”的目标，常态化
开展司法救助线索移送，完善“1+N”多元帮
扶协调机制，确保专项救助活动取得实效。

浙江金华“1+N”司法救助点亮困难妇女生活

2022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揭晓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蔡双喜 见习

记者白晨 发自北京 2月14日，2022年度
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评选结果在京揭
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北京
冬奥会女性参赛比例创历史新高，公安部
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妇
女权益保障法完成“大修”等入选。

评委们从性别平等相关度、传播影响
力、政策推动力、新颖性和突破性等维度，
对候选条目进行了热烈讨论。最终入选的
2022年度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为：二十
大报告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北京冬奥会女性参赛
比例达到45.44%，创历史新高；公安部开
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海南
省实施《逐步消除全省乡村“重男轻女”现
象八条措施》，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
入政绩考核；全国村“两委”换届完成，妇女
在村班子中占28.1%，提高7.1个百分点，
每个村班子至少有1名妇女成员；公共场
所妇女隐私保护、残疾妇女就业公平等妇
女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引关
注；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蓄势十年再飞
太空；公安部启动“百日行动”，严打侵害妇
女儿童等群体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胡海
岚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妇女
权益保障法完成“大修”，妇女权益保障制
度机制更趋全面系统。

“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年度评选活
动由中国妇女报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
女新闻文化基金共同发起。评委来自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新
社、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
民日报、法治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以及部
分传媒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自2012年启动以来，评选活动的关注度和
影响力不断提升。

评选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
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表示，性别平等十大
新闻事件评选活动已经举办了11年，我们
有幸看到，这项活动有力推进了中国性别
平等和社会文明进步。在全国上下认真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背景下，我
相信，2022年度选出来的事件一定会是对
整个社会推动性别平等、推进社会文明乃
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件。

中国妇女报社（全国妇联网络信息传
播中心）社长兼总编辑孙钱斌表示，2022
年是不平凡也不平坦的一年，妇女全面发
展和性别平等事业依然在持续进步，从中
可以感受到性别平等事业的韧性。作为性
别平等进程的记录者、观察者，希望一年一
度的评选活动，在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推动性别平等事业上，
继续发挥舆论引领作用，引导广大妇女争
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敢于追梦的奋斗者，始终团结奋进在新时
代的潮头。

评选会由中国妇女报社原总编辑、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妇女新闻文化基金执行
主任卢小飞主持。

用DNA检验为死者言为生者呼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DNA检验大队队长高馨玉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党柏峰 发自西安 2月14日，陕
西省妇联召开第十三届九次执委会，会议听取省妇女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和大会议程（草案），履行有关人事事项，各市妇联就亮
点工作进行交流。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玉娥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陕西各级妇联组织、各位执委、各团
体会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以
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引领广大妇女服务战贫抗疫、参与乡村振兴、促进
就业创业、助推复工复产、深化家庭工作，做实经常性维权和
关爱服务，扩大对外联络联谊，推进改革破难，各项工作取得
了新的进展，赢得了广泛赞誉。

会议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各级妇
联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牢把握妇女事业
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和机遇，围绕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提出的今后五年“六个更高”的奋斗目标，找准妇联工作的
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不断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妇联改革，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有效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
作用，团结引领全省广大妇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奋进新征
程。

会议号召，全省各级妇联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妇联的有力指导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踔厉奋
发、感恩前行，以奋进姿态迎接陕西省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团结动员全省妇女姐妹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
程、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巾帼力量。

会议通过了关于省妇联第十三届替补执委的决议。

陕 西 妇 联 召 开陕 西 妇 联 召 开
第十三届九次执委会第十三届九次执委会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江平 实习生张淼 发自乌鲁木齐
2月15日，新疆妇联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办
事处新居社区举行“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挂牌仪式。
新疆妇联与新疆教育厅领导共同为新疆妇联“石榴花”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站揭牌。

新疆妇联主席阿依努尔·买合赛提就做好家庭教育工作
特别是“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运营管理工作表示，希
望各级妇联以建好管好用好“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为
突破口，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广大家庭，推进妇联家庭工作高
质量发展。

据悉，今年，新疆妇联将全面开展文化润疆进家庭农村妇
女素质提升项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在新疆14个地
州市成立23个“石榴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成立“石榴
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是新疆妇联“石榴花开耀天山”工程
21个项目之一，通过广泛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传播科学的
家庭教育理念与方法，围绕立德树人主线，突出父母主体责
任，强化协同育人，使家长真正理解并自觉承担关爱子女成长
的主体责任，尊重家庭教育规律，提升家庭教育胜任力，科学
育儿、为国教子，做好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服务工作。

““石榴花石榴花””家庭教育家庭教育
指 导 服 务 站 揭 牌指 导 服 务 站 揭 牌

新疆妇联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项目新疆妇联实施农村妇女素质提升项目

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

北京冬
奥会女性参
赛比例达到
45.44% ，创
历史新高

公安部开展打击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海南省实施《逐步消除
全省乡村“重男轻女”现象八
条措施》，将落实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纳入政绩考核

全国村“两委”换届完成，妇女在村班子中占28.1%，
提高7.1个百分点，每个村班子至少有1名妇女成员 （上接1版）

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试行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延期退休，是她
提出并持续推动的建议之一。2015年中组部和人社部曾出台
政策，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可
自主选择延期至60岁退休。“政策出台后，部分地区事业单位女
性延期退休实现了，但该政策不覆盖企业。例如我认识的一位
优秀的女科研人员，她是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可由于所
在单位性质为企业，不得不55岁就面临退休。”

单晓明深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有经验、有技术的
女同志，55岁还正是精力旺盛、家庭负担轻的时候，此时退出工
作岗位，是对国家人才的一种浪费。”她表示，今年两会她将继续
呼吁出台相关细则或指导意见，推动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在企业
和事业单位中实施统一的退休年龄政策。

心系乡村教育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对乡村教育，特别是农村

女孩子的教育很关注。”单晓明对记者说。作为单位驻村扶贫工
作点所在深度贫困村结对帮扶的责任人，她在为帮扶家庭脱贫
致富想办法的同时，还把帮扶家庭中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中照顾，
亲身践行“扶志”与“扶智”。

“当时，这个女孩正要升初三，父母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
奶奶。我原本每周末跟她电话沟通，后来干脆把她接到了株洲
我的家里来。从初三到考上大学的四年，这个姑娘就一直住在
我家，像我自己女儿一样，学习生活费用我全包了。”单晓明告诉
记者。

渐渐地，帮助偏远山区的女孩接受更好的教育，已经成了
单晓明的“履职习惯”。除了对口帮扶的家庭，单晓明在出差、
考察时每每遇到父母不在身边的女孩子，都会留下联系电话，
利用业余时间解答她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困惑。“我还经常到乡
镇或县里的中小学作报告，带孩子们‘走’进人民大会堂，从两
会看中国，并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引导孩子们从小立志，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单晓明说。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谈到未来的履职计划，这位连任的
“老代表”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法履职，永远在路
上。我深感自己还有不少知识盲区需要补足，也会倍加珍惜
参政议政的机会，不断提升履职能力，用更精准、更有力度的
建议，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做出人大代表应有的贡献。”单
晓明笃定地说。

/ 记者手记 /

谦逊而有力，冷静又热切，这是单晓明代表谈吐间给我最深
的印象。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五年，她不仅本职工作成果卓然，且履
职脚步遍及通航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乡村教育等多个领域，提
出了50余份扎实的议案和建议。而在她所讲的扶贫经历中，将
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接到家中，给她以爱和教育。这又需要
多少力量和热情的支撑呢？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与单晓明对话时，这
句话在我心中瞬间成了具体可感的身影和力量。这股力量，必
将通向科技成果转化成巨大生产力，通向科技女性不再艰难的
职场环境，通向一个个乡村女童有梦可追的未来。

中国首位女
航天员刘洋蓄势
十年再飞太空

公安部启动“百日行动”，严打侵害妇
女儿童等群体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

胡海岚
获颁“世界
杰出女科学
家成就奖”

妇女权益保障法完成“大修”

公共场所妇女公共场所妇女
隐私保护隐私保护、、残疾妇女残疾妇女
就业公平等妇女权就业公平等妇女权
益保障检察公益诉益保障检察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引关注讼典型案例引关注

50份议案建议不负使命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