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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实习生 魏娟 记者 赵莉 刘欢

昨日，记者从省妇联权益部信访中心了解到，在所

有的来信、来电、来访的咨询案例中，有关家庭暴力的

咨询案例占到30%左右，并且家暴类型也是各有不同，

甚至一些高知分子也会采取家暴的方式处理家庭矛

盾。但同时，记者从合肥市八个基层法院了解到，自去

年11月份试点“人身保护令”以来，累计只受理了5例

相关案件。

“通过肢体家暴方式处理夫妻间的矛盾，这种方式

在家暴咨询者中居多，通常情况还比较严重。”省妇联信

访中心相关人员介绍说，这种家暴方式不仅破坏家庭和

谐，还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家住双岗附近的王女士和老公结婚十多年了，孩子

也都上小学了。丈夫平时喜欢喝酒，只要喝完酒就喜欢

发酒疯，回到家里还乱砸东西，王女士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

非常反感，但是也不敢多说几句，就这样一直忍耐了多年。

有一天，两人因为生意上的事发生了矛盾，争执起

来，后来丈夫竟然一怒之下拿起砍肉的刀向妻子王女士

砍去，此时王女士挥手阻挡，以为丈夫不会真砍过来，恰

恰因为没能躲闪及时，砍肉刀一下砍向了王女士的手

腕，瞬时血流不止，幸好有个阻力，不然手和胳膊可能就

要分离了。

肢体家暴型：丈夫一刀差点砍掉妻子的手

张丽和王强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恋爱两年后，两人

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很快便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倒也

其乐融融。可由于丈夫王强事业处于上升期，工作变

得越来越忙，对家庭开始疏于管理，不再那么顾家，每

天也回来得很晚，这引起了妻子不满，开始埋怨王强心

里没有装着家，夫妻二人起了争执，开始小吵小闹。

开始的时候，争吵之后两人就会冷战一个星期，谁

也不理谁。到了后来，两人争吵之后会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说话。在一次关于孩子问题的争吵之后，两人开

始彻底地变成了“陌生人”，同床共枕，却同床异梦，彼

此像陌生人一般在一起生活，过着貌合神离的日子，至

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

精神家暴型：夫妻长达一年多彼此“不搭腔”

赵刚和钱蓉是一对高知夫妻。丈夫赵刚博士毕

业，妻子钱蓉也是硕士生，两人都在某国企工作，前途

一片光明，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三口走在哪

儿都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人心总是不满足于现状的。妻子钱蓉一直对

自己的学历不满，觉得自己应该进一步学习，考个博

士，以便将来可以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可丈夫赵

刚不同意钱蓉再去考博，觉得家里需要人打理，而且

孩子还小，也需要人照顾，钱蓉如果读书去了，家里

就没人管了。两人达不成统一意见，于是爆发了结

婚以来的第一次争吵。

争吵之后，钱蓉并没有放弃考博的打算，于是瞒着

赵刚考取了博士，在周末时偷偷地去学校学习。不巧

的是，赵刚的一个同事也在那里读书，正好遇到了钱

蓉，不知情的同事便把他遇到钱蓉在读博的事告诉了

赵刚。得到这个消息的赵刚火冒三丈，与钱蓉大吵大

闹，甚至动手打了钱蓉。现在，两人已经离婚了，但两

人就孩子的抚养权问题还在争执。

高知家暴型：博士丈夫朝硕士妻子“动手”

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手

牵手走过余生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事实上并非如

此，“老年夫妻之间也会出现家暴现象，尤其是再婚老

人。”工作人员解释说，当然这类咨询案例并不算多，

但确实存在。

上个星期，一位老人张大爷前来咨询，说他和老伴

是再婚夫妻，结婚时子女就不太赞成，结婚后老伴的子

女对他也很冷淡，私底下还教自己的老伴如何多得财

产，对此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但是，张大爷想着都是

一家人了，就把自己的怨气告诉了老伴，没想到老伴对

此是大吵大闹，说我对她的孩子不信任之类的话，还长

达一个月“冷战”，张大爷觉得十分心寒。

高龄家暴型：再婚老人也会动手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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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家暴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省妇联维权中心相关人员建议，遭遇家暴后应及时报

警，警方出警后可保留家暴证据，以便日后提取；此外还

应当及时地向当地街道、居委会发出求助信号，并要求调

解解决；如果调解不成，可以向有关部门提起诉讼；遭遇

家暴还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据介绍，2010年11月份，全省在11个基层法院试点实

施“人身安全保护令”，人身保护令试点后，在婚姻家庭案

件中，受理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人身保护申请，法院一旦下

达人身保护令，被申请的一方将不得在另一方住所、单位

及经常出入的200米范围内活动。违反人身保护令，由公

安机关作出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并在离婚诉

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遭家暴的多，申请保护令的少
家庭暴力不但破坏家庭关系和谐，而且已成为社会

的一大公害。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

30%存在家庭暴力，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1/4是

因家庭暴力。昨日，记者从省妇联权益部信访中心了解

到，在所有的来信、来电、来访的咨询案例中，有关家庭暴

力的咨询案例占到30%左右，几乎每周都有家暴受害者

前去咨询。而且家暴类型也呈多样化，其中，肢体暴力居

多，还有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在咨询者中也是各个年龄

层均有，有未成年人遭遇家暴、年轻夫妻间实施家暴，甚

至有一些高知分子、再婚老人也会采取家暴的方式处理

家庭矛盾，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家暴个案不得不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家

暴而让人心生寒意。

与此同时，记者从合肥市八个基层法院了解到，去年11

月开始，合肥市基层法院试点“人身保护令”以来，涉及“人

身保护令”的案件很少，大约仅有5例此类案件，个别法院

甚至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咨询和申请。其中去年12月9

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作为试点法院，发出合肥市第一例

人身保护裁定（即人身保护令），并向被申请人送达。之

后，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发出2例人身保护令，第二例中申请

人后来撤销了人身保护令申请。今年6月，合肥市肥西县

法院发出该院首张人身保护令。合肥市包河区法院、合肥

市瑶海区法院、合肥市长丰县法院和合肥市高新区法院，

自试点以来，并没有接到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个别法院更

是坦言，“不仅申请，连前来咨询的人都没有。”

家丑不外扬，还是意识不强？
试点近一年，遭遇家庭暴力的人如此之多，为什么法

院收到的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仅有5例？

去年12月9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发出首张人身保

护令，并在媒体上广泛宣传相关情况。该法院承办此类

案件的刘晓莉法官表示，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申请者少

的现状。“可能市区老百姓素质比较高，家庭暴力少，这也

是我们最希望的原因。”但她分析，“意识”和“证据”也是

原因所在。不少老百姓，受传统理念的影响，对于家庭暴

力意识淡薄，想不到去法院申请；另一方面，法院发出人

身保护令，需要充足的证据支持，许多离婚家庭一方当事

人，在诉讼期间提出对方有家暴行为，却无法提供证据，

从而无法获得人身保护令。“俗话说，家丑不外扬，不少夫

妻离婚时，不愿意公开这方面内容。”

那么对于“人身保护令”，市民又了解多少呢？走访

中，不少市民表示，还不甚了解。“人身保护令是干什么

的？以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但是它具体是什么内容我

确实不知道。”8月10日下午，记者采访时，合肥人孙先生

说。张小姐是省城一家外地房产报社的编辑，在合肥工

作两年多了，对于合肥市试点“人身保护令”的情况，她确

实一概不知，“以前没有听过这方面的内容，我也不知道

它有什么作用。”

孙先生和张小姐都没有结婚，而已婚的何先生和殷

女士，在合肥工作生活多年，对合肥试点“人身保护令”的

情况没有了解，对“人身保护令”实施的不少细节更是茫

然，他们向记者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可以申

请？什么人可以申请？向谁申请……

站出来，对家庭暴力说不!
家庭暴力多样化 申请“保护令”者寥寥无几

星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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