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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 2020 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相关建议
张宝艳（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创始人）

今年 4 月，张宝艳接触到“紫丝带妈妈的爱”这一群

体。自 14 年前创办寻子网站“宝贝回家”以来，她帮助

上千名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人，她和丈夫还曾获

得“2015 年感动中国”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张宝艳都十分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福利，

因此，在得知了一些妈妈正经历孩子被藏匿后的痛苦和

无奈时，她非常有感触。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张宝艳说，如今两会临近，她

打算在今年两会上针对“藏匿孩子”现象提出建议，“目

前还在调研阶段，具体的提案内容还有待整理”。

藏匿孩子是对三方的伤害
付红梅（湖南女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哲学教授）      

付红梅认为，夫妻双方在离婚或者预备离婚时，藏

匿孩子，是因为对孩子的抚养没有“价值共识”，藏匿

的一方更多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传宗接代”，

亦或是被父母要求“夺回孩子”等。总之，考量标准都

不是为了孩子。

“实际上，藏匿孩子对孩子、妈妈、爸爸三方都是伤害。”

付红梅说，爸爸或妈妈在把孩子藏起来的过程中，为了

不让孩子主动见另一方，极有可能会给他灌输一些自己的

情感观点，比如“妈妈或爸爸有多坏”“妈妈或爸爸不要

你了”。

这种情况下，孩子被强行割裂了母子、父子关系，失

去亲子情感，他会对母子伦理、父子伦理产生怀疑，并

影响到将来的婚姻观、家庭观。严重者，甚至会在成长

过程中产生过激行为。

如果被藏匿的孩子较大，他不相信单方面的情感输

入，只是不得已遵从父命、母命，那他就会反过来记恨

藏他的家属，并特别思念见不到的妈妈或者爸爸，更可

能诱发情感障碍和过激行为。

呼吁完善法律，明确藏匿责任
“对于藏匿孩子的行为，法律层面提供了救济手段。

如果是在法院通过调解或者诉讼离婚的，在确认探视权

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法官对抚养

孩子的一方问话，如果确定是藏匿行为的，可以予以一

定处罚。如果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当事人要先起诉要求

行使探视权，当法院判决对方的确有探视权的时候，才

能进入到后期的执行阶段。”全国律协婚姻家庭法委员

会副主任谭芳表示，在现实生活中，探视权的执行比较

困难，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目前的法律没有对抢夺、

藏匿孩子一方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违法者得不

到处罚，就导致这类问题明显增多。

那么，该如何有效解决藏匿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副

教授吴一鸣认为，从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讲，法院可以安

排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所，把孩子接过来，然后让母亲或

者父亲跟孩子会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对孩子的探望。

这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只不过要考虑到探望次数的问题。

另外，藏匿一方面可能是情感的宣泄，另一方面则

可能涉及离婚财产分配问题。离婚时，夫妻双方可能因

为财产或者其他问题，不能做到好聚好散。这种情况下，

其中一方常常把孩子当成达成目的的筹码。如果是这种

情况，就应从根源上寻找解决办法，看看有没有协调的

可能性，双方是否有可能达成和解。例如通过长辈协调，

从情感源头解决问题。重视思想教育工作，走人性化执

行这条道路。

谭芳表示，通过完善法律来明确藏匿孩子应该承担

的法律责任是有必要的。一些国家会通过公权力的介入，

如判刑或其他处罚，形成更强的威慑力和执行力，减少

藏匿孩子的事情发生。               （来源于《上海法制报》）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只有

男性才藏匿孩子。湖南仁本律

师事务所律师舒蓉月在接受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强调：

“实际上，在不同的离婚案件中，

男女双方都出现过藏匿孩子的

行为。”  

从 2013 年起，舒蓉月和团

队就频繁接到类似求助，但真

正执行起来十分困难，“毕竟我

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的身心

健康。”

舒蓉月进一步解释，在《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

意见》中，影响抚养权归属的

因素有很多，包括子女未满两

岁一般随母亲生活、父母双方

的经济条件、为孩子提供的良

好生活环境、是否能再生育等。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

少父母会选择改变影响判决的

要素点，从而提高获得抚养权

的胜算。”

舒蓉月建议，离婚诉讼案中

决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时，应

该从孩子的根本利益出发，法

院可以要求无利益相关第三方

来评估孩子的心理状态，出具

专业的意见，代替孩子发声，将

孩子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母亲

对孩子的探望权或者抚养权受

到父亲的侵犯，可以提出诉讼，

剥夺对方的相关权利。

（文中当事人除律师外，皆
为化名）

200 余名母亲“抱团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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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丝带妈妈：我的孩子被亲人“拐”走了

在漫漫寻子路上，濒临绝望

的肖凤和刘悦在“紫丝带妈妈”

微信群里找到了一丝希望——

这个由 200 余名母亲自发组织

起来的小集体，讲述了太多不

同的故事。

同样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的小

萍在该微信群中十分活跃。她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里的

妈妈们或是抚养权得不到执行，

或是探视权得不到满足，还有一

些是因为害怕见不到孩子而不敢

结束不幸的婚姻。

小萍也是“紫丝带妈妈的爱”

各类社交账号的运营者之一。自

从 2018 年，她在北京遭遇冷暴

力患上产后抑郁症后，孩子就被

长沙的夫家人带走了——待她病

情稳定后再回长沙时，夫家大门

紧锁，她见孩子一面已成奢望。

“我在网上曾看到过一名北

京妈妈组织的‘紫丝带妈妈的爱’

的新闻发布会，寻子妈妈们集结

起来，反对亲人藏匿孩子的行

为。”深受触动的小萍和有相同

遭遇的妈妈们一商量，便一起与

北京“紫丝带妈妈的爱”发起

人取得了联系，希望加强沟通，

聚集更多力量来寻回孩子。

自 2019 年 9 月以 来， 小 萍

和群里的妈妈们一起，陆续在

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今日

头条等平台发布“紫丝带妈妈的

爱”相关消息。

一些妈妈在抖音里真实出

镜，通过视频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个月内，有一百多名有同样遭

遇的母亲们通过抖音加入到“紫

丝带妈妈的爱”中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紫

丝带 妈 妈 的 爱” 抖 音 号 中 看

到，一位名叫毕志娟的江苏妈

妈，在 5 岁儿子被夫家藏匿 260

天后，通过视频向网友讲述自

己的遭遇，并哽咽呼吁完善法

律保护妈妈们的抚养权和探视

权——这一个视频获得 29.1 万

个点赞，有 1.7万条评论。

“这条视频发布当天，就有

40 多名有着同样经历的妈妈找

到我。”小萍说，今年母亲节，

她还认识了两名年轻女孩，对

方希望进群当志愿者，“这两

个女孩小时候被父亲藏匿过很

长时间，她们可能更明白孩子

在那段见不到妈妈的日子里有

多无助。”

妈妈报警“抓自己”背后的无奈
除了“抱团寻子”，“紫丝带

妈妈”的希望更多寄托在律师

们身上。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

律师团队正关注着“藏匿孩子”

背后的法律问题——来自北京

即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胡贵明

就曾多次担任类似案件的代理

律师。

“孩子不是物品，一旦被藏

匿起来，法院要执行就特别难。”

胡贵明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现实审判中，法官在判定抚养

权归属时，会把是否改变孩子

的生活环境、执行是否困难等

当作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也

就是说，通常孩子是和谁共同

生活，法官判断抚养权归属的时

候就会偏向这一方。

“这就导致有些人会放大并

利用这一‘法律空子’，将孩子

事先藏匿在老家或是其他亲戚

朋友的家里，不让对方有看到

孩子的机会，形成事实上的共同

生活，以期获得抚养权。”胡贵

明说，尽管这种行为违法，在国

内也有一些因藏匿孩子反而被剥

夺了抚养权的案例，但还是有不

少人铤而走险。

曾经求助过胡贵明的当事人

王毓就是一个例子。幸运的是，

在胡贵明和多方力量的帮助下，

她得以和孩子团聚。

王毓和丈夫 2017 年感情破

裂，开始离婚诉讼。当时，他

们有一个 1 岁的儿子阳阳，男

方特别在乎这个孩子，双方就

抚养权起了争议。胡贵明告诉

王毓，孩子还小，加上妈妈自

身经济条件不错，孩子的抚养

权大概率会判给妈妈。

然而，2019 年的一天，趁王

毓去上班，爷爷奶奶过来探望

和照顾孩子时，竟然直接把孩

子带回陕西老家藏了起来。

王毓又气又急，干脆请了一

个月假，驻扎在前夫老家村口。

“因为法院和派出所都很难

介入，我只能给她支招，把身份

证、户口本等各类证件带上再去

找孩子。”胡贵明说，最终王毓

只能强行抱走孩子，然后自己报

警并证明母子关系后，才合法

带走孩子。

“就在不久前，法院把阳阳

的抚养判给了王毓。”胡贵明说，

但之后她需要时刻紧盯着，防止

孩子又被男方带走。

男女方都出现过藏匿孩子的行为

▲小萍给
记者分享
她们的抖
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