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妇联关于中山市第十五届人大七次

会议第 2020052 号建议的答复

叶旺娟代表：

您提出的中山市第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第 2020052 号

《要求健全被家暴儿童的安全保障》的建议收悉。建议中指

出在合力帮助被家暴儿童脱离困境工作中存在儿童安全保

护场所缺乏、法院出具的保护令程序过于复杂、反家庭暴力

法实施难等问题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增加被家暴儿童的安全

保障的资金投入，增设儿童安全保护场所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设备和服务；二是建议法院出具安全保护令的程序能简化；

三是建议出台系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综合

处理程序指引及操作细则。该建议由市妇联主办，市教育和

体育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中级法院、市司法局等单

位会办。市妇联联系会办单位，收集和倾听意见，全体主会

办单位一致认为，建议很有现实针对性，提出的意见很中肯。

现答复如下：

一、主要工作

（一）加大学习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反家庭暴力意识

一是设立 12338 妇女热线，倾听妇女心声，通过广东省

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中山站）这一公益项目平台，凝聚

妇工、社工、心理咨询师、律师参与接听热线，为妇女提供



专业服务，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成长、化解矛盾纠纷。

为有需求的家庭暴力受害妇女儿童提供个案辅导、安全庇护

服务。二是广泛宣传，提升全社会反家庭暴力认识。加强媒

体宣传，近年通过市广播电视台“热点面对面”、中山广播

电台 FM96.7 频率“周五民声直播室”等栏目，以及市妇联

“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渠道，宣传《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加强阵地宣传，通过遍布各镇街、

村（社区）的妇女维权与信息服务站、妇女之家、儿童友好

社区，采取举办主题文艺演出、讲座、派发资料等形式，常

态化开展反家庭暴力宣传，提升社会防治家庭暴力的意识和

能力。三是提高队伍反家庭暴力认识和能力。组织妇联干部、

社会组织专干、巾帼志愿者，采取专题培训、工作分享、督

导培训等方式，提升反家庭暴力法律素养、业务技能。四是

在石岐区、东凤镇设立家庭暴力警情处置示范试点。试点妇

联组织成立了多部门联动介入处理家庭暴力警情工作小组。

小组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包括：妇联负责开展全面的工作；

公安分局负责对家庭暴力实施者进行警情处理；各村（社区）

负责协助家暴受害者的求助、调解和转介；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为个案提供人身庇护及心理辅导服务，搭建起多部门联动

介入处理家暴的工作架构。西区、三乡镇也建立了反家庭暴

力工作联动机制。

（二）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形成合力推进



1.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妇联联合印发《关于对家

庭暴力受害人实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会议纪要》，市中级法

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制定《人身安全保

护令裁定实施细则》，共同打击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暴力受

害者人身安全。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

施以来，全市法院深入调研、多措并举，在防治家庭暴力、

保护受害者及推行人身保护令实施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共

受理人身保护令申请 58例，其中准予发出保护令 39 件。2020

年，全市公安系统接到家暴警情数 1407 个，发出告诫书 11

份。

2.强化家校沟通，指导家长构建良好亲子关系。通过定

期召开家长会、家访、家庭教育专题讲座、亲子义工服务等

方式，多渠道搭建家校沟通平台，学校通过微信、电话等保

持与家长的良好沟通，并通过班级微信群及时分享和传播家

庭教育知识，指导和督促家长提高科学养教能力，帮助构建

和谐亲子关系。对于日常教育教学中发现的家长教育方式不

当等问题，学校都及时予以纠正，并给予专业的辅导，帮助

家长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提高家庭教育能力和水平。

3.建立畅通学校欺凌事件信息报送机制。形成教育、妇

联、公安等部门预防校园欺凌联动机制，充分发挥 12355 热

线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

用，让学生知晓在遇到校园欺凌和暴力时的救助、帮扶渠道，



及时等到相应的帮扶。

（三）调解家庭矛盾，预防家暴发生

1．市中级法院、市综治办、检察院、教育和体育局、

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卫计局、文广新局、总工会、共

青团、市妇联、关工委等 13 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家

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意见》（中中法

[2018]7 号），共同搭建多元化解家事纠纷机制。法院与心理

咨询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引入心理咨询师疏导家事案件当事

人心理问题。充分运用各人民陪审员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扩

大调解的平台，使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建立家事调解员、调查员队伍，发挥专业人员作用，

将调解工作贯穿家事审判案件全过程。综治、法院、司法、

妇联加强合作，组建一支由各级妇联、司法、公安、教育、

卫计、村（居）干部和社工等参与的家事调查员、调解员队

伍，扎根基层调查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全市法院在中山法院

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心理咨询师工作室”，抽调 48 名家事调

查员骨干，挑选 10 名心理咨询师，实行轮流值班制，共同

做好法院家事审判工作。

3．市妇联、市综治办、市司法局联合部署开展婚姻家

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制定并向各镇（区）下发了《关于建

立中山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的实施方案》（中

妇[2017]3 号）。市妇联、市综治办、市司法局多次协商、沟



通建立家事纠纷调解工作机制，研究部署工作。指导各镇

（区）成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室，形成司法所调解员、

妇联工作人员、社工等共同参与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四）多措并举，加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安全保障

1.市法院出台《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实施细则》，对人

身安全保护令细化，增强各审理环节的操作性，为家事法官

提供明确指引。细则明确规定：受理人身安全保护申请后，

家事法官应当在 24 小时内完成书面审查。经书面审查，确

认申请人曾遭受家庭暴力、正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可能的，应当直接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同时，及时

联系公安、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社工等先行介入调解

及法律宣讲，稳定家庭情况，为未成年人提供多样安全保障

措施，对需要调查了解情况的，尽快联系相关人员调查，对

符合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尽快作出裁定，为遭受家暴

的儿童及时提供安全保障。

2.市第一人民法院自 2017 年起，运用远程视频设备启

动家庭暴力隔离听证，设立受害者特别离开通道，运用不同

时听证、书面听证多种形式避免危险冲突事件的发生，增强

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安全保障，对于庭前评估危险系数较高

的申请保护令案件，及时启动心理干预、社工陪同等举措，

为受害者提供精神支援，对施暴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

3.公安机关将家庭暴力警情纳入“110”接警工作范围，



接到报案后及时出警，立即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

及时全面收集证据，查明基本事实，受害人需要救治的，协

助联系医疗机构进行救治，依法进行伤情鉴定。适情节轻重，

适时发出《反家庭暴力告诫书》、《治安处罚决定书》等予以

约束，建立出警记录。

4.2020 年 5 月，经市委编委同意，中山市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中心正式更名成立，明确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相关职责，

搭建困境儿童社会化支持平台，配合做好法规政策的修订和

宣传贯彻工作，同时开通困境儿童 24 小时救助热线（未成

年人保护中心服务热线），可为因家庭暴力致无家可归或有

家难归的受害儿童提供庇护和临时救助服务。

二、下一阶段工作

1.《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

已由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通过，2020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对反家

庭暴力工作的政府职责，妇女儿童工作机构、政府部门和司

法机关职责，以及基层组织职责，进行了具体的陈述。市妇

联将按照《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对各部门赋予的职责，健全我市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

目前，中山市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正在拟制中。

2.市公安局将根据工作职能，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按照《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办法》、《广东省公安机关反家庭暴力告诫书制度工作指

引》（粤公通字[2016]151 号），对家庭暴力案件根据具体情

节及时处置，对屡教不改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暴力案件，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厉打击家庭暴力施暴者。

3.市民政局将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

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2016]129 号）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4 号），明确

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

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为安全困境

儿童，确需临时监护的，可由中山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实施救助，对因受到监护侵害进入机构的未成年人承担临时

监护责任，必要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资格。

4.公安局、法院、司法局、教育和体育局、民政局、团

市委、市妇联将履行职责，继续做好被家暴儿童的安全保障

工作。

诚挚感谢您对被家暴儿童的安全工作的关心支持。

专此函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