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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委员
通道”开启，部分全国政协委员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
体采访。在回答“教育的真谛”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江
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孩子只有分数，赢不了
未来的大考；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根本目标。”

据3月8日《北京青年报》

只看分数升学率，
学生如何成大器？
培根铸魂提素质，
国家更有竞争力。

□ 李英锋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妇

联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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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反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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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提升和完善的环节，此番全国
妇联关注建议的家暴警情列项统
计工作就是其中一项。公安机关
是反家暴的重要职能部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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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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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关于家暴的数据信
息，渠道多元，但由于缺少最有权
威性和说服力的家暴警情信息，难
以对公开的家暴数据信息进行核
实。另外，家暴警情信息与其他警
情信息混杂在一起，未能充分凸显
家暴警情的重要性，也未形成专项
统计指标的约束，部分基层民警对
家暴警情重视不够、处置不力。

家暴不是家务事，而是侵权行
为，是敏感的社会问题，关乎当事
人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安全，也关
乎当事人的生活质量，有可能涉及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重则涉及刑
事责任。因而，对家暴警情有必要
单独列项、专项统计、专项处置。

《反家庭暴力法》第七条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
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止
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
作。对家暴警情单独列项有法可
依，是一项明确的法律义务。

实际上，不少部门或组织已经
先行一步，依法加强对家暴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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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对给家庭暴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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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于宏观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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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项统计操作和社会监督提供依
据和指南。

家暴警情单独列项助推反家暴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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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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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