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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站出来，要讲究方法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遭遇家暴，该

如何保护自己？

律师温霏霏认为，遭遇到了家庭暴力，不要一

味忍让，一定要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及时报

警，由公安机关对施暴人进行告诫并出具家庭暴

力告诫书，受害人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申请。

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

蔽性、私密性和突发性。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在举证维权时，会存在证据不足、有效证据缺失、

举证困难等情况。有的受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之

后，不报警、不就医，因此也不会形成相关的书面

证据材料，导致关键证据的缺失。

温霏霏称，被对方殴打后受伤部位的相关照

片；报警记录、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医

院的诊断证明和治疗的凭据；曾经向妇联或居委会

举报过家暴的记录；受害人和施暴者之间的通话录

音、短信记录；发生家庭暴力之后，对方曾写过的保

证书、忏悔书、承诺书等；被殴打的监控视频资料；

相关证人证言，如邻居、保姆、保安等亲眼目睹过家

暴发生的人等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供。

遭遇家暴，该如何保护自己?
“家暴”一词近期再上热搜, 市妇联今年接到“家暴”投诉96起

策划/执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暑期档，国内首部反家暴题材
电影《我经过风暴》正式上映，让
“家暴”这个话题再次进入大众视
野。近日，一则“妈妈被家暴,女儿
留下的纸条让人泪目”的消息冲上
热搜，家暴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一
个安全温暖的港湾。但，家暴现象
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现
实。它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在那一
栋栋高楼大厦里，在每一个平凡的
家庭里。

●知多点

1.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措施包括：（1）禁止被申请

人实施家庭暴力；（2）禁止

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

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3）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

请人住所；（4）保护申请人

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2.中国反家暴十大典
型案例（2023）

案例 1 陈某某故意

杀人案——家庭暴力犯罪

中，饮酒等自陷行为导致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应

依法惩处

案例 2 姚某某故意

杀人案——受暴妇女因不

堪忍受家庭暴力而杀死施

暴人的，可认定为故意杀

人“情节较轻”

案例3 李某、杨某故

意伤害案——管教子女并

非实施家暴行为的理由，

对子女实施家庭暴力当场

造成死亡的，应认定为故

意伤害罪

案例 4 邱某某故意

伤害案——制止正在进行

的家庭暴力行为，符合刑

法 规 定 的 认 定 为 正 当 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

案例 5 谌某某违反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回访与督

促执行

案例 6 冯某某申请

曹某某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全流程在线审理人身

安全保护令，促进妇女权

益保护

案例 7 叶某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案——同居

结束后，受暴妇女仍可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例 8 马某某诉丁

某某离婚案——对于家暴

事实的认定，应当适用特

殊证据规则

案例 9 张某与邹某

离婚纠纷案——受暴方过

错并非家暴理由，施暴方

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案例 10 李 某 某 与

郑某某离婚纠纷案——涉

家暴案件审理，必须多措

并举实现案结事了

热议
妈妈被家暴，女儿留下的纸条让人泪目

8 月 31 日子夜 1 点，重庆一位爸

爸 当 着 孩 子 的 面 ，对 妈 妈 大 打 出

手。爸爸走开后，9 岁女儿立即上

前，紧紧抱着坐在地上的妈妈。

这 段 网 传 视 频 的 发 布 者 就 是

被家暴的妈妈，她提到，第二天下

班 回 家 后 看 到 女 儿 留 的 纸 条 崩 溃

大哭。记者看到，女儿纸条的大意

是：“你离婚了我跟你，如果你放心

不下弟弟，我也可以跟爸爸，不要

勉强自己。”

视 频 中 的 细 节 让 人 揪 心 且 动

容，女儿留下的纸条让人泪目。“快

离婚吧，带着孩子离开这种男人”

“懂事的乖孩子”……评论区中，大

家对母亲和孩子的遭遇表示心疼，

对打人者的行为表示愤怒。有人感

慨“婚姻给女人带来了什么”，有人

询问“打人者受到惩处了吗”,还有人

直呼：“应该取消‘家暴’这个词，打

人就是犯法，犯法就应该打击”。

当地媒体称，女孩的妈妈长期

遭受家庭暴力的折磨，生活在恐惧

和绝望之中。

数据
株洲今年家暴咨询求助96起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 18 秒就

有一名妇女受到虐待，全国 2.7 亿家

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达到

30%。9 月 4 日，记者就家暴话题采

访了市妇联。

据统计，2023年 1月 1日至 9月 4

日，市妇联系统共接待来信来电来

访 820 起，其中涉及家暴的咨询求助

96起，占总数 11%。

市妇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家庭暴力常发多样，上述网络热搜

事件反映出了长期以来女性的普遍

困境，不管是作为女性的身份，还是

作为妻子和女儿的角色，在很多关

系困境下，都是被动的或是身不由

己的。要打破这种困境，除了作为

社会个体要有工作自主能力，更重

要的是面对家暴这类隐秘的关系困

境，社会层面要给予帮扶。

中国妇联数据显示，经受过家

庭暴力的女性，其肉体与精神也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精神状态明

显有问题，呈现语无伦次、目光呆滞

状态的妇女占比 35%；25%的妇女反

映对丈夫极端恐惧；有 5%的妇女听

到丈夫的声音就发抖，有的妇女甚

至听到丈夫要来就尿裤子。

值得一提的是，家暴不仅仅存

在于夫妻之间，也发生在家庭成员

之间，如父母和孩子，以及家中老人

之间，甚至连同居关系中的暴力行

为也算家暴。

故事
1.“父亲家暴母亲，原生家庭的痛我们继承了”

想起24年前那个雨夜，章先生仍

会害怕：父亲爱喝酒，有一天喝醉了，

对着母亲身上打了不知道多少下，最

终母亲浑身是血，跌跌撞撞离开了家。

“打人没有任何顾忌，逮住什么

就用什么。”章先生说，他记事起，每

隔一段时间，家里就会出现父亲打

母亲的情形，每次这个时候，母亲都

会把他和妹妹推出门，然后撕心裂

肺 的 哭 声 从 房 间 传 出 。 母 亲 离 开

后，父亲的拳头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初三那年，他从学校回来，父亲

准备对妹妹动手，妹妹眼里的恐惧，

让他想起了逃走的母亲。那天，他

挥起了拳头，拿起了镰刀，这是他第

一次对父亲动手。从那时起，父亲

变得沉默寡言。让人没想到的是，

妹妹结婚后，也遇到了一个家暴男。

“我不会让侄子重复我们的悲

剧。”章先生说。两年前，妹妹离婚

了，如今他们兄妹在株洲创业，侄子

的生活费他一力承担了。

2.被家暴16次，需终身佩戴粪袋生活

谢女士今年 29 岁，是四川平昌

人。2021 年 5 月 20 日，谢女士与贺

某阳结婚。婚后两个月，谢女士怀

孕了，本以为步入幸福生活的她，由

此迎来了长达两年的“噩梦”。

“第一次家暴是孕初期，报警后

民警进行了调解。”谢女士说。第二

次严重家暴时，她已经怀孕七八个

月。从第二次被家暴后，谢女士就

开始提出离婚，但始终未能成功。

“能数出来的是 16 次，其余还有很多

不记得日期。”根据谢女士提供的

“家庭暴力告诫书”显示，在 2022 年 1

月，贺某阳就曾因对谢女士进行家

暴被告诫。

谢女士尝试通过多种方式从这

段婚姻中解脱，但都未能如愿，“每次

报警都会以家庭纠纷处理，律师也说

起诉离婚耗时长，建议协商离婚，我

也尝试逃跑，但每次都能被找到。”

最后一次家暴，也是导致谢女士

受伤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4月 25

日凌晨，这次之后，她需要终身戴着粪

袋生活。现在，谢女士已经聘请了律

师，她希望能判丈夫死刑，她的一辈子

都被毁了，再没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

女儿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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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快乐与新知
校园记者的暑期生活别样精彩

多彩暑假
快乐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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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王卫
平） 研学漫步，用知识解构城市；来一场夏令营，沉

浸式体验集体生活；走读株洲，在行走中增长见识

……这个夏天，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让校园

记者们在体验中学习和成长，让每一天都成为孩子们

的节日，让七彩的童年之花在盛夏恣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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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校园记者如何“花式”玩转暑假

走进电影院放肆度过夏天，才是

学生们正确的暑假打开方式。暑假以来，株

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开展了主题为“光影·伴成

长”儿童电影嘉年华活动，涵盖开幕式、经典电影展映月、

公益观影等活动。历时近两个月，共计 28 场专场，总观影

2462 人次。有效地启迪了孩子们的观影兴趣，让广大少年儿童

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同时通过亲子观影的形式，拉近了家长

与孩子的距离。

校园记者开启一场暑期职业体验之旅。“行走的课堂”中，校园记者

变身“小报童”“小摊主”“眼科医生”“中药师”“儿科医生”等职业，探秘

眼科、口腔科、超声科等，校园记者收获满满。在这期间，学生们开启了

暑期职场生活，体验书本之外的精彩，乐享不一样的假期。

同样，20 天里，235 名小报童们暂别安逸舒适的假期生活，走上街

头、头顶烈日，卖出报纸 10410 份，勇敢地面对辛苦与挫折，每个人都

收获满满。

据了解，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每年寒暑假都将举办

职业生活体验活动，旨在让校园记者深入不同的职业岗位，

感知社会生活，品尝酸甜苦辣。让孩子在劳动中真正收

获喜悦和成长历练，培养正确的职业观和价值观，

为健康成长增添正能量。

暑假期间，株洲日报社

校园记者俱乐部手工学院共开展了 8

场劳动教育课程。

“用纱布把冰粉籽包起来、扎紧，然后慢慢的搓

揉，大概 5 分钟。”辅导老师一边示范一边为校园记者们

讲解制作工艺和流程。校园记者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

动手搓冰粉籽，看着清水发生变化后发出一声声惊叹，“哇！清

水变得粘粘的，还有很多密集的气泡。”校园记者们通过亲手搓冰

凉粉，提升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并且收获了制作美味食品的快乐和

成就感。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感性的体验，更是一次实际的锻炼。

融化皂基、倒模、插入装饰干花、消除皂面浮泡、脱膜，校园记者

们全身心投入到手工皂的创作过程中。在制作过程中，老师耐心

解答校园记者的问题，在他们的创意制作下，最后呈现出各具特

色、丰富多彩的手工皂作品。

“为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感受生

活的乐趣，提高动手能力。”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相

关负责人说，通过一系列的手工活动，孩子们不仅增长

了新技能，更重要的是体验到了动手实践的乐趣，

提高了他们的观察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劳动最“滋味”！让校园记者感受劳动之美

校园记者变身“小小儿科医生”。 记者/谭筱 摄

校园记者走进炎陵县交警大队。 通讯员/谭逸伦 摄

校园记者活动中收获快乐和知识

小朋友们能文也能武。“蛟龙少年”军事主题夏令营

让同学们感受到了军旅生活的魅力。7天时间里，孩子们要学会一系

列自我管理技能，如学习军人如何叠被子，清洗自己的碗筷和衣物等。还要完

成各项训练项目，包括军事障碍赛、对抗赛，野外拉练等，听着就感觉酷炫无比。

暑期档，当下热门的 City walk（城市漫游）也成为小游客们探索城市的全新玩法。

7月，2023“皇家特工学院——我在上海做警察”夏令营的 45名孩子在老师带领下，打

卡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航空科普中心、上海迪士尼乐园等，走进上海外滩、上海城隍庙，感

受现代都市的梦想旅程。8月，21名学子背上行囊来到南京，参加“金陵探索记——城市

生存挑战赛”夏令营活动。

一次深度游体验，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手触摸历史，增长了见识，收

获了友谊，更打开了对文化、科技、艺术等兴趣大门的钥匙。他们与同

龄人一起身临其境，与历史互动，与历史对话，共赴了一场历

史之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