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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评论
察言观社

家暴警情单独列项家暴警情单独列项
是精准反家暴的需要是精准反家暴的需要

■李英锋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妇联将提

交《关于公安机关设置反家暴工作专项统

计的提案》，建议公安部门在110报警系

统中将“家庭暴力”单独列项，作为专项统

计指标，做好涉家暴案件的信息登记，从

而督促基层执法人员规范性执法。

家暴是家庭之殇、社会之忧。近年

来，反家庭暴力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人们的反家暴意识日益增强，相关部门或

组织在反家暴履职行动中也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当然，反家暴工作还存在不少需要提

升完善的环节，此番全国妇联关注建议的

家暴警情列项统计工作就是其中的一项。

公安机关是反家暴的重要职能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

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

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家庭暴力

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

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

告诫书；公安派出所还应当联合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

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

暴力。但是，由于大多数地方的公安机关

并未对家暴警情以及处置、告诫情况进行

单独列项统计，相关家暴警情数据、档案缺

乏系统性、规范性、完整性、统一性，不仅影

响了对公安机关家暴处置情况的评估，也

影响了对家暴问题的信息归总和发布。在

网上，有很多有关家暴的数据信息，渠道多

元，其中不乏不实信息，但由于缺少了最有

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家暴警情信息，难以对

不实家暴数据信息进行证伪。另外，家暴

警情信息与其它警情信息混杂在一起，未

凸显出家暴警情的重要性，也未形成专项

统计指标的约束，部分基层民警因此对家

暴警情重视不够、处置不力。

实际上，我国多个部门或组织已经先

行一步，依法加强了对家暴信息的专项统

计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已将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确立为独立案由，为人身安全保

护令案件制定统一的“民保令”案号，每年

对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情况进行专项

统计；民政部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庇护

救助情况进行统计；全国妇联在处理妇女

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投诉中，对家庭暴力投

诉做专项统计，详细记录相关情况；湖北

等少数地方的公安机关也已将家暴警情

单独列项，积累了有益经验。公安机关作

为处置家暴案件的重要一环，对家暴警情

进行专项处置统计，就补齐了家暴统计的

短板，与其他部门的家暴统计工作踩到了

一个点上，能够实现家暴统计信息的有效

衔接、共享。

家暴警情单独列项处置统计可以助

推反家暴精准化、专业化。于宏观而言，

可为反家暴立法、决策、行动以及社会监

督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于微观而言，可

约束、引导、督促一线民警重视反家暴工

作，从细节入手，增强责任意识、规范意

识，提升家暴警情处置的效率和质量。

公安机关应该对接现行统计体系，制

定好家暴警情单独列项统计的规则、标

准，明确方法和程序，厘清各个环节的责

任，给家暴警情单独列项统计操作和社会

监督提供依据和指南。

■许朝军

“目前，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和残疾人数量已经超过3亿，而现实中

的无障碍出行环境却与他们的出行需

求还有差距。”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

委员、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先进

聚焦特殊群体的出行问题，带来了一份

《关于促进城市无障碍出行环境建设的

提案》。

据王先进所言，现阶段城市无障碍

出行主要存在慢行系统无障碍设施不完

善、无障碍设施管理维护不善等问题，因

此建议要及时完善相关标准体系，加强

无障碍设施的监管维护，同时采用政府

购买服务等形式，鼓励企业开发“无障碍

出行地图”，提高城市无障碍出行的信息

服务水平。

城市无障碍设施出现障碍现象确实

大量存在，如盲道被停车占用或者设计

不合理、与公交地铁站以及其他市政设

施衔接不足、斜坡通道直上直下、专用

厕所堆满杂物……这些情景常常被人

们忽视，却给不少出行的残疾人及老

人、孕妇等亟需关爱的弱势群体带来心

酸和烦恼。

无障碍设施是体现社会对残障人

士等特殊群体特殊关爱的重要载体，也

是体现公共管理善意的重要途径和方

式。多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对无障碍设

施建设都高度重视，也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专门的法律法规推进无障碍设施建

设。但即便如此，现实中仍存在施工维

护不当、城乡不均衡、规范化运行机制

尚未建立、社会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因

而，必须尽快改变无障碍设施面临“落

实障碍”的尴尬和畸形。

无障碍设施面临“落实障碍”，不仅

包括现有已到位无障碍设施不被重视和

利用，甚至被“沉睡”，更包括无障碍设施

建设的不到位甚至是空白和缺位。纵观

这些现象，背后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是政策障碍，现实中无障碍设

施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数

法律法规还停留在约束性规定上。其次

是责任障碍，也就是落实责任问题。无

障碍设施的建设大多与城市规划建设以

及乡村规划建设关联进行，虽然法规要

求具体，责任却不清晰。建设单位往往

从节约成本、保证利润、追求整体效益的

角度出发，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落实和

管理往往停留在问则关心、不问则不理

的层次。其三是督查障碍。目前，除了

全国助残日以及残疾人关爱大型活动时

有人关注无障碍设施建设之外，平时少

人问津。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日常维护缺

乏专业的监督监管手段，容易陷入无人

监督、无人督导落实的境遇。

无障碍设施建设到位并发挥作用，

真正服务残障人士，这不仅仅是显示一

个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性化程度的窗口，

更是体现社会对特殊群体实施人性化关

爱和民生善意的重要渠道，也是依法保

障残障人士权益的务实之举。

针对目前无障碍设施面临的“落实

障碍”之困。首先应从严肃法律执行和

落实角度，强化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落实

责任机制和过错问责机制，保障无障碍

设施规划建设到位。要依法建立健全

无障碍设施规划建设保障机制，将“建

设为常态、不建设为例外”纳入城镇建

设的规划审核与建设行为的管理审核，

从源头上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到位

和利用不到位、管理不到位畸形。其次

要让残障人士对无障碍设施有监督权

和发言权。可以推行特殊群体权益保

护质询质证制度，通过残疾人参与人大

监督、政协监督、监督部门对工作责任

落实的专门监督等，就落实无障碍设施

建设管理进行专题监督，用好监督问责

利剑。此外，还要广泛开展无障碍设施

建设及利用法律法规宣传活动，普及助

残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让全社会都知

道无障碍设施的功能、作用与意义，让

每个人都成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者、管

理者、维护者以及对残障人士奉献爱

心、施予温暖和善意的参与者与践行

者。这样的社会氛围，不仅值得残障人

士期待，更是理想的公共生存环境和温

暖世界。

无障碍设施不能陷入无障碍设施不能陷入““落实障碍落实障碍””城市锐评

违法带货主播该被市场永久禁入吗违法带货主播该被市场永久禁入吗
背景：

当前，直播带货已成为各大商家和

网络平台的重点营销渠道。但由于网

络直播准入门槛低、责任不清晰、行政

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原因，直播带货乱象

也层出不穷，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物理学院院长

银燕建议，加强网络直播带货监管，让

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电商专职“把关人”；

电商主播和直播平台须持许可证经营；

对多次违规违法的主播、商家和平台实

施市场禁入处罚措施等。

@叨哥：不管是传统电商，还是现

在的直播电商，都难以根治卖假货的

问题。深层原因之一是行业不规范，

需要监管，需要约束包括商家、平台

以及带货主播等整个行业才行。良

好的市场环境和秩序应该不断满足

消费升级新需求，而违法带货主播却

导致消费降级，必须依法严管。

@贾敬华：把带货主播纳入监管已

经是迫在眉睫。不过，如何处罚违规的

带货主播，还要根据情况具体对待，情

节严重的禁止进入直播带货领域，情节

较轻的可以督促整改并罚款。不建议

搞“一刀切”。

@胖马大叔：如果不对违法带货主

播的行为零容忍，他们没有得到相应的

惩罚，易导致劣币驱除良币，行业不再

追求上限，而是拼下限。

@高轩：加强监管确实有必要，明确

违法违规界限和程度也很重要。对“犯

错”的主播要提供改过容错的机会，但

同时也要增加违法违规的成本。

值得期待值得期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将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处于重要历史交汇

点上的中国，将如何擘画

新阶段的发展方向与路

径？全国两会上诸多看

点值得期待。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