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聚焦于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的
根本遵循，从学理角度系统梳理和阐释
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关于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对做好新
时代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工作的重要指
导作用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的新要求。同时围绕我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反家庭
暴力法、刑法等法律中有关保障和维护
妇女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并结合这些
法律实施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和分析，对如何运用这些法律武器保
障和维护妇女权益以及如何建立和完善
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机制提出了建
议。

（景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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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关乎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

步。《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基于翔实数据和深度案例进行分析研究，从儿童的营养健康、基础教育、社会

福利和法律保护等方面呈现中国儿童发展的总体状况，并对当前存在的新挑战新机遇进行系统研判，为相关政

策制定者和儿童公共服务部门开展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 张永和

我们编写《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是
基于一个理念，人权不仅是抽象理论和
宏大叙事，而且是具体的人的具体生
活。我们的全部过往是故事的集合，关
于人的学问和理论的根本依据也不外乎
人的故事。

20个故事让人权概念走近大众

过去十数载，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权难题，实现了
许多过去期望实现而未能实现的人权愿
景。奔腾的时代洪流里，也确确实实地

发生了太多值得记录的人权故事。让大
众走近人权概念，应当用大众熟悉的方
式。正因如此，我们想以《新时代中国人
权故事》来讲述中国人自己的人权故事。

我们在《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中，
选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
景下的20个真实、鲜活的人权故事。跟
随毛相林、邓迎香、柴闪闪、张德红、唐帅
等故事主人公，我们可以探访天山脚下
的人民法庭、雪域高原的现代医院和川
渝黔深山绝壁上的新家园；可以前往雅
鲁藏布江以南，寻访夏尔巴人和黑颈鹤；
也可以走进2020年的武汉，回首那时的
人们如何作出艰难抉择；还可以乘坐“快
时代”里仍穿行在大凉山区的“慢火车”，
品味“人间有味”和“锦衣夜行”的地摊经
济。这些大时代的“小人物”和充满烟火
气的“普通人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灵动
鲜活的剪影，具体而细微地勾勒出幸福
中国的生机和活力，刻画了新时代中国
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细节，也生动地诠
释了人民群众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主
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

以特别的形式呈现一个“伟大
的名词”

我们在策划、创作本书时，并没有将
自己作为单纯的作者或编者，我们更想
要成为“讲故事的人”。我们希望以“讲
故事”的方式去呈现“人权”这个伟大的
名词，去诠释、传播中国的人权观念，去
丰满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组成。

最初，当我将本书的创作理念告诉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的同事时，便

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是我们的
两位副主编李超群、郑若瀚，他俩积极主
动地设计了具体方案，写作了故事样稿，
在后期的统稿和文字打磨上也下了很
大的功夫。他俩还专门去邀请研究院
里那些“讲故事”的好手加入创作团
队。在他俩的积极推动下，我们汇聚了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的骨干力量、
研究人员以及部分优秀的硕、博士研究
生参与到本书的资料收集和文稿撰写
工作中。

在立项之初，我们的创作团队通过
访谈、调研、文献收集、法律文书检索的
方式，也向西南政法大学的师生、国内人
权研究领域的同仁以及相关实务部门的
同志广泛征集故事素材和线索，海选
100多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来的人权故事。在此基础上，我们按
照是否能够集中体现中国人权观、是否
能够代表新时代以来的人权成就、是否
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各项具体人权、
是否贴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标准，甄选
出了20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可以看
到，有些故事具有“宏大叙事”的风格，如
扶贫、司法改革等，对于这些故事，我们
不仅通过整理权威媒体的报道，形成故
事的大框架，也对这些大框架、大浪潮中
具体的小事件进行了深度追踪。另有一
些故事，则更能体现我们“讲述中国人自
己的人权故事”的考虑。比如，书中有一
则“渡娘”故事，是关于一个“农家乐”老
板的，我们接触到这个故事和主人公，实
则是一次前往缙云山进行法律人类学调
研的偶然。当时，我只是在那里歇脚时

与“渡娘”闲聊了片刻，在听闻她的事迹
后，我深感这不就是“人的发展”的人权
理念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体现嘛。所
以，在本书立项后，我们便确定将其作为
体现本书特色的一个篇章。我记得，当
时正值2022年的暑期，40℃以上的极端
高温在重庆持续了一个多月，我们的创
作团队冒着酷暑重返缙云山，再次以人
类学的方法对“渡娘”进行了深度访谈，
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则故事。

成书之际，我们心中有所期许

我们将本书定位为一本展现当代中
国人权观和中国人权事业成就的普及性
读物。因此，我们希望更多的非专业读
者能够通过本书接近并理解人权的概
念。同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是推进人
权事业的“关键少数”，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当代中
国人权观，提高认识，增强自信，主动做
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各项工作。”因此，我
们也期待各级干部和公职人员能阅读
这本书。

人权存在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之
中，希望读者们能够在本书的故事中认
识到人权是一个鲜活的概念，真切地理
解当代中国人权观，了解中国人权事业
的成就。人权是人对于自身的关怀，希
望读者们在通过阅读走近人权、思考人
权的过程中，去思考“人之为人”“美好生
活”的意义。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执行院长）

一部藏在普通人生活里的当代人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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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
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
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
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2023年出版的《中国儿童发展
报告（2023）》（以下简称《儿童蓝皮书》）聚
焦党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儿童
事业发展问题，全面展示了2022年以来中
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儿童事业的新成就新
进展，并对当前存在的新挑战新机遇进行
系统研判，为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儿童公共
服务部门开展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儿童蓝皮书》由中国儿童中心组织高
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编撰，全书约30万
字，从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进展、儿
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状况、儿童福利和保护
体系优化完善、家庭家教家风对儿童发展
的影响机制等维度，基于翔实数据和深度
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呈现出三个突出亮点。

展现宏观视野，全面梳理儿童发
展的法治保障

近年来，我国儿童权益保障的法律政
策进一步完善，展现出党和国家始终高度
重视儿童事业发展，把培养儿童作为国家
重要战略工程，把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作为
国家的根本大计。

《儿童蓝皮书》从多角度分析梳理了
2022年以来促进儿童发展、深化儿童保护
的法律政策进展，展示了推动儿童事业的
国家意志和法治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将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
代的“国事”，全面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为有效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提供了法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作为
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综合性法律，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进行有效衔

接，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定规
范。围绕着备受关注的未成年人文身治
理、人身案例保护令、犯罪记录封存、直播
打赏等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均明确相关规
定，为更好地开展儿童保护工作提供了制
度依据。如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
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并要
求各相关部门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源头管
理，同时明确了投诉和举报渠道。最高人
民法院、全国妇联等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人
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特别
强调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考虑未成年
人身心特点，接受未成年子女作为证人可
以不出庭作证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细化了封
存内容和范围，规定了严格的犯罪记录查
询程序，明确了申请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的流程和要求，回应和解决了目前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央
文明办等发布实施的《关于规范网络直播
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着眼于形
成长效工作机制，强调规范网络直播，禁止
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对利用“网红儿
童”直播谋利的行为加强日常监管。

回应社会关切，深度解读儿童发
展的新趋势新挑战

在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显示群众关切
和社会情绪。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团队发
布的《2022年中国儿童发展状况网络洞察
分析》显示，全网涉及儿童的议题中，儿童
伤害与儿童用品安全高居社会关注度首
位，“双减”后的儿童教育、“后疫情时代”的
儿童健康等问题，“三孩政策”下幼儿托育
和照护、家庭生育意愿等议题，也频频在网
络中引发热议。《儿童蓝皮书》的多篇文章
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并提
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产品安全研究所团队撰写的《中国儿童用
品伤害监测体系及安全分析报告》介绍了
当前我国儿童用品伤害监测现状及用品缺
陷线索报告及召回情况，并提出儿童用品
安全监管和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措施。中国
消费者协会课题组基于全国消协组织近年
来受理投诉的数据，发现当前我国儿童消
费法治保障逐渐完善但仍在产品质量、售
后服务和虚假宣传等方面存在较大挑战。
该研究从倡导儿童优先、促进消费公平、注
重家庭陪伴引导、强化消费安全监督和消
费教育等方面提出建议。北京大学儿童青
少年卫生研究所专家团队则基于全国学生
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大数据，发现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人群中呈低度近视和
中度近视比例增高、高度近视比例降低的
趋势，指出需要各级卫生健康、教育和网信
等部门积极协助，制定科学有效的干预策
略，加强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科学预防
与控制；《儿童蓝皮书》还介绍了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的“浙江经验”，为综合防控近
视、推进“健康中国行动”提供参考。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分析了“双减”政策
执行一年多来的主要成效和制约因素，对
深化发展素质教育、促进育人方式改革提
出重点方向。

聚焦家庭建设，系统呈现家庭对
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也是孩
子的第一个课堂。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论
述了“家庭教育”，充分体现了对新时代教
育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家庭教育在教育中的
重要地位。《儿童蓝皮书》重点关注家庭功
能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机制、家长在儿童教
育中责任承担状况。如中国儿童中心家庭
教育部课题组撰写的《2022年中国家长教
育素养状况及提升策略》发现，近年来中国
家长的亲职观、人才观和亲子陪伴情况均
有明显提升，有超过80%的父母能够抽时间
跟孩子聊天或陪伴孩子一起玩或学习。但

研究也发现，家长对履行亲职教育的效能
感普遍感觉不足，家校社协同育人形式仍
比较传统单一，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程度。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变迁导致家庭教
育问题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家长仅凭其
经验很难胜任教育子女的职责，需要系统
性地建构、考察和提升家长教育素养，提
升家庭教育实践和家庭建设能力，优化

“家—校—社”育人资源整合机制。北京
师范大学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课
题组基于全国120个区县6万余份儿童样
本，进一步揭示了家庭教育对中小学生心
理健康的影响状况，数据证明了良好的亲
子关系和父母的积极养育行为会显著提
升中小学生积极品格形成和防范消极情
绪，研究指出需注重家庭教育对心理健康
的累积效应，塑造积极的家庭教育观和民
主和谐的亲子关系，及时化解家庭教育和
监护中的风险因素。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是中国
儿童中心发布的第六部儿童蓝皮书，经过
多年的沉淀和打磨，该系列蓝皮书聚焦前
沿问题、形成鲜明特色，成为我国儿童发
展领域的基础性数据资源和颇具影响力
的学术成果。今后还应进一步加强儿童
蓝皮书的宣传推广，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应用，推动儿童政策理论和实证研究，更
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儿童事业的
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
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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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和维护妇
女权益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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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人权思想的经典论述进行正本清源式
系统解读的研究性著作。本书导论部
分对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的形成发展
进行梳理，从宏观维度展现马克思恩格
斯人权思想的总体理论面貌；主体部分
选取30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
摘选其中关于人权的论述，并加以逐段
解析，以期尽可能直观地展示马克思主
义人权思想，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人权
思想的理论脉络，努力还原马克思主义
人权思想的本来面貌。

《马克思恩格斯论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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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尊重
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
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在更高水平上
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
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内
容摘自习近平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1年10月3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
话、演讲、贺信、指示等160多篇重要文
献，分9个专题，共计335段论述。其中
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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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人权故事》创作谈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这

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中国一直是《世界人权宣言》精神的坚定宣介者、倡导者和践

行者，妇女儿童人权更是我国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5

周年，本期《新女学》特推出人权专题，推介《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马克

思恩格斯论人权》《依法保障和维护妇女权益的理论与实践》等书籍；推介《新时代中国人

权故事》，分享新时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细节；推介《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3）》，深

度解读儿童发展的新趋势，与读者一同关注世界人权事业中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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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部过往

是故事的集合，《新时

代中国人权故事》以具

有代表性的20位普通

人的真实故事为基础，

通过对话及讲故事的

形式来阐述他们的经

历以及在新时代政策

的保护下所受到的尊

重及保障。人权存在

于每个人的具体生活

之中，希望读者能够认

识到人权是一个鲜活

的概念，真切地理解当

代中国人权观，了解中

国人权事业的成就。

人权是人对于自身的

关怀，希望读者能够在

走近人权的过程中去

思考“人之为人”“美好

生活”的意义。

▲

图为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来自河北省阜平县的孩子们正在用希腊语演唱
《奥林匹克颂》（视频截图）。阜平县在2020年2月整
体脱贫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阜平的脱贫是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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