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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简报组         2018年11月29日 

 

11月29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分组审议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草案)》。第三

组由蒋秋桃委员召集,李小平、詹鸣、文富恒、刘宗林、毛铁委员,

王柯敏副主任,文志强、尹双凤、肖莉杏委员,周农副主任,李际平、

蒋秋桃委员先后发言。列席会议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贺隆要、株

洲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邓尚文、省 十 三 届 人 大 代 表 张四玲、

吴飞驰,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雪清、岳阳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赵岳平也发了言。

李小平委员说,1、制定办法非常有必要。一是省人大常委会

2000年专门作了决议,湖南反家暴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有许多

好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很有必要。二是上位法制定

过程中,有些规定比较原则,有些给地方立法留了“口子”,湖南根

据实际情况作补充规定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实施。三是家暴问题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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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出,反家暴工作任重道远。不论城市、农村,不分知识层面,家

暴问题时有发生。为建设和谐社会,建立和谐家庭,制定办法十分

必要。2、草案突出了四个方面:一是预防教育。家暴问题重在预

防,草案明确反家暴工作要建立预防教育体系,减少家暴发生,这

是草案规定的重点内容。二是对重点对象的保护。重点对象主要

包括妇女、儿童和残疾人。三是对上位法规定的几项基本原则的

补充规定,以增加可操作性。四是地方立法的特点。草案不分章,

一般不照抄照搬,不重复设法律责任,避免了地方立法搞大而全。

詹鸣委员说,不设章节很好,今后凡属实施上位法的地方立

法,都应硬性要求这样做,不搞大而全。建议:1、第四条“反家庭暴

力是全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可删除。同时,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这几条的

逻辑关系不顺。第六条“建立反家庭暴力预防教育体系”,第九条

也是宣传教育的内容,两块可以合并。第九条“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制作反家庭暴力公益广告”,“制作”改为“刊播”。2、第

十一条 “劝阻”和“制止”是近义词,没必要并列。3、第十二条“禁止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歧视和伤害未成年人”,这个

概念与第三条的家庭暴力概念不一样,而且不明确。第十三条“妇

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也不是第三条家庭暴力的定义事项。

建议针对强化未成年人与妇女保护重点组织内容。4、第十四条第

三项“协助受害人报警、医疗救治、伤情鉴定”改为“协助受害人报

警或者寻求医疗救治、伤情鉴定”。5、第十六条“建立家庭暴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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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是引进的,非常好,有地方立法特色。要

进一步细化,对报告人主体故意不报告或者阻止报告造成严重后

果,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应进一步细化。6、第十七条,参考江西

省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办法中的有关内容,如第一项江西办法

是“制止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控制加害人”;第三项江西写的是

“询问有关人员、勘察、固定相关证据”,我省办法写得太细了。7、

第十八条第一项“受害人表示谅解”改为“受害人或者监护人表示

谅解”;第二项要加限定词,即“首次实施家庭暴力,并且情节较

轻”。8、第二十三条,第一项改为“因家庭暴力造成严重侵害后果

的受害人”;第二项改为“多次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第三项改

为“……重病患者中的家庭暴力受害人”;第四项改为“其他与家庭

暴力有关的需要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心理矫治的人员”。9、第二十

四条加“当地”二字,改为“……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

人也不能仅指当事人,应与上位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代为申请

相一致。10、第二十五条“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当确定

专门人员,负责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收并协助执行”改为“被申请

人和被申请人工作单位,应当指定人员签收当地人民法院送达的

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协助执行”。11、第二十七条“监护、扶养、寄

养、同居”中加上“抚养、托养”。

文富恒委员说,制定办法很有必要。建议:1、第十七条“公安

机关应当在派出所、社区警务室设立家庭暴力报警点”,这个“报警

点”具体指什么? 接受报警本应是公安的职责。2、第十八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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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上位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不一致。比如,上位法规定,对家暴情

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可以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家庭暴力情

节较轻,依法不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直接出具告诫书。地方立法

对上位法的规定具体化,把握要全面、精准。

刘宗林委员说,制定办法十分有必要,表示赞成。建议:1、要

加大教育方面的分量和内容。不仅是家庭美德教育,也不仅是各

级妇联组织的责任。2、第六条,把“农业农村部门”加进去。农村

是家暴发生的重点区域、农民是家暴重点人群,要充分发挥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在防止家暴,特别是开展传统美德、男女平等教育方面

的作用。

毛铁委员说,1、反家庭暴力法主要针对妇女和儿童,女同志有

问题可以找妇联,男同志或者老人、小孩等群体不知道找谁。是不

是由公安110统一接警解决问题,再由公安机关协调到妇联、儿童

管理组织等,由各个机构反馈和处理。2、真正想申请保护令的暴力

是比较严重的,现在申请保护令手续比较复杂,建议进一步简化。

另外,建议采取社会化监督,只要发现家暴问题,就可以直接报警,

比起纯粹作为家事劝阻会更好,保护力度也更大。3、法律要严、要

简单,只要有家暴问题就应该由公安司法机关直接按法律严格处

理。

王柯敏副主任说,这部法规的社会意义很大,非常好。建议:

增加一条禁止对老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内容。办法第十二条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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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第十三条明确了禁止对妇女实施

家庭暴力。但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就是成年子女对年迈的父母实

施家庭暴力,特别在农村,这个现象还比较多。

文志强委员说,赞成制定办法,十分必要。建议:在办法中强

化预防举措,应加强对引起家庭暴力外在诱因的规范和管理。例

如国外风行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导致离婚、家暴很多。现在电

游网赢、赌博,引发家暴,应加强规范和管理。

尹双凤委员说,1、暴力分热暴力、冷暴力,办法中没有充分体

现冷暴力的危害,也没有提供相应解决方案。建议办法提供解决

冷暴力的措施。2、第十八条“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实际效果不

明显,很难起到阻止暴力行为或者让暴力行为以后不发生、少发生

的效果。建议将第十八条的家庭暴力处罚方式进行适当修改。

肖莉杏委员说,制定办法很有必要。建议:1、要把不赡养老年

人相关内容加到办法的条款中来。2、家暴处理时,很多部门都来处

理,不利于处理落到实处。真正发生家庭暴力的时候,要找哪个部

门比较困难。能否建立一条反家暴服务热线,老百姓发生家庭暴

力后可以直接拨打热线。

周农副主任说,办法非常必要,同意出台。前期内司委和妇联

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通过多方起草、调研,稿子来之不易。

建议:1、加大全社会的教育力度。按照反家暴法的规定,第五条

“反家庭暴力工作是遵循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的原

则”,这是三位一体的举措,一是教育、二是矫治、三是惩处,这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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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很重要。要提倡全社会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包括普法教育、家庭

美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认识到家庭暴力行为是

违法犯罪行为,使家庭成员对家暴行为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

政府、群团组织、妇联的教育要加大“笔墨”,落实责任。2、第十八

条针对发生家暴行为,公安接警后的处理,主要是出具告诫书,反

家暴法对应的这一条是“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

具告诫书”。公安法定行为里有一条是训诫,批评教育是手段,训

诫也是手段。党委政府领导同志、村委会、居委会和社区干部可以

进行批评教育;公安机关的训诫是法律训诫,内司委、法工委要研

究一下“训诫”这个词是否好用。3、第五条第四项“为反家庭暴力

有关人员提供业务培训”,措词不准确,改为“为反家庭暴力工作有

关人员提供业务培训”。还有第十条“定期开展反家庭暴力有关知

识和技能培训”,改为“定期开展反家庭暴力有关知识和业务培

训”。

李际平委员说,赞成办法出台,很有必要。建议:宣传教育对

象问题,不光对中小学校、幼儿园学生进行教育活动,要把高等院

校学生群体也纳入进来,作为重点宣传教育对象。现在高等院校

学生已经步入了结婚年龄,要进入社会组成家庭,进行教育很有必

要。现在有规定在校期间大学生可以结婚,可以组建家庭,如果出

现家庭暴力,也属于这个范畴。

蒋秋桃委员说,建议:1、条款设置要考虑冷暴力的内容。2、第

十三条,不能只考虑妇女。3、第二十一条,将“提供心理咨询”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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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心理疏导、辅导”。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贺隆要说,建议: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对家庭暴力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并纳入财政预算”,

而反家暴法是“各级人民政府……对家庭暴力工作给予必要的经

费保障”,各级人民政府也包括乡镇人民政府。另外,删除“并纳入

财政预算”。一是新预算法实施以来,法律法规一般不涉及一定要

地方政府纳入财政预算的这句话,因为新预算法已经充分给予地

方人民政府编制预算的自主权。二是当前正在推进事权与支出责

任的划分,支出责任划分清楚后,该由省负担的省里纳入预算,该

由县负担的县里纳入预算。建议今后人大常委会出台新的法规条

例时,不再写“纳入财政预算”。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尚文说,反家暴要加大社会教育

力度,强化社会监督的作用,群防群治,形成良好、有效的社会氛

围。建议加害行为到一定程度后,将加害者纳入社会征信体系,强

化社会各方面对家暴的监督和约束力度。通过对加害者社会生活

的制约,来有效预防和减少家暴事件发生。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张四玲说,1、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开端,应该

是家庭治理。2、现在离婚很草率,要建立申请提交后一个月才允

许离婚,调解实在无效的情况下再判决离婚的制度。3、现在儿童

拐卖很猖獗,一直没有提到。被拐卖儿童这里不加进去,会给犯人

钻空子。要引起高度重视,针对拐卖妇女儿童制定一个专门的法

律规范,要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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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吴飞驰说,反家暴法实施后,最令人困惑的

是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令没进行细化。申请令要72小时,非常麻

烦,没有效率。建议:1、拿了保护令就要突出惩戒的示范效应,要

强烈地体现出来。湖南可以率先授予警察这个权力,加害者打人

就带走,可以带到派出所去一趟、拘一晚,这样示范效应很大。2、

湖南省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意见里的200米可否改为50米以内,

更有保护及示范效应。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雪清说,建议对家庭

暴力分情节进行规范,对情节轻的家暴行为,以批评、教育为主。

情节较重的,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向法院

起诉,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处罚。对一些屡次打小孩打老婆的人,

可以由妇联组织举办学习班,进行法制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传

统家庭美德教育。

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岳平说,1、照抄没必要,自创似乎

没有依据。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处置及

其相关活动”,反家暴法是“制止”,本办法是“处置”,要推敲。第十

七条“公安机关应当在派出所、社区警务室设立家庭暴力报警点”,

派出所、社区警务室是包含的概念,并列表述也不严谨。第二十四

条“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反家暴法是

“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我省删去

了“现实”。2、执法主体到底是谁,由谁来牵头? 第五条,妇女不完

全是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施害者,全部放到妇联机构有性别歧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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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机构”,反家暴法是“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的机构”和“工作机

构”不一样,去掉这三个字意思是否一样? 到底执法主体牵头部门

是谁? 法规通过后要执行,必须有明确的执法主体。3、立法过程

中应该做好法治自治和德治的关系。村委会、居委会有自治条例,

要求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4、基层党建怎么发挥作用,

党中央最近出台了基层党支部工作条例,具体工作中要发挥基层

党建的两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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