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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湖南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创新审理涉家暴案件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许振兴

在湖南法院圈里，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女法官刘群绝对是个名人。她在
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推进会上作
过典型发言，是中德法官交流会举办
11 年以来出现的首个中国基层法院法
官，是全国首个“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
审理合议庭”审判长，签发了湖南省首
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或许很多人知道刘群，是因为她在
审理家事案件上的成绩，但其实这个商
场营业员出身的女法官，会审的不仅仅
是家事案，而且最喜欢办“疑难杂症”案。

4 月 2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来到岳麓区法院，聆听刘群从营业员成
长为优秀法官的特别经历。

“我刚刚开完庭。”4 月

22 日下午 2 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长沙市岳麓区

人民法院见到刘群时，她才

开完庭半小时，但依然神采

奕奕。

热爱法官事业，是很多人

对刘群的评价。

“我能够到法院工作，实

属不易。”刘群告诉记者。

原来，1990 年，刘群从

湖南司法学校毕业后，进入

长沙一家国有商业企业做营

业员。

“那时的营业员工作没什

么挑战性，只要上好班，工

资就到手了。”刘群回忆，下

班后，她与同事们也玩不到

一起，“我不会打牌，也不爱

跳舞”。

刘群的父母都是知识分

子，母亲曾提醒她，“继续看

点书，提高学历”。

于是，刘群继续拿起法律

书籍，并考取了湘潭大学的

自考本科文凭。“我学的是法

律，肯定希望学以致用，谁

知进了企业，跟专业完全不

对口，心里也很失落，甚至

同学聚会我都不太愿意参加，

因为同学们大都分配在司法

系统。”

在追求法律之梦的路上，

刘群等来了机会。1994 年，

刘群从报纸上获悉，长沙市

法院系统公开招考 40 名工作

人员，其中一个前提是要有

本科文凭，“那一刻，我深深

地感觉到，机会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的”。

“当时报考的有 2000 多

人，但只招 40 个，更没想到

我笔试和面试成绩都是第 29

名。”刘群笑着说，“29 正是

我的幸运数字。”

1995 年，通过公开招考

的刘群进入长沙市岳麓区人

民法院工作，先后在院办公

室、审判监督庭、望月湖法庭、

研究室、民一庭等部门工作，

担任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

审判员、庭长等职。

“我非常珍惜在法院工作

的机会。”2001 年，尽管面临

产后身体虚弱、孩子年幼需

要照顾、母亲患病等一系列

问题，刘群一年审结的案件

仍达到了民一庭人均年度办

案数，并创下当时单月结案

20 件的庭里最高记录。在随

后的百日办案竞赛中，她还

获得了“百日办案能手”的

称号。

“家暴的特点就是控制与

被控制，施暴是一种控制手

段，让你服从他。”

“有一种暴力叫分手暴力，

你不提出分手，暴力不会发

生，你一提出分手，暴力就

会发生。”

“精神暴力，就是一天到

晚骂你，让你对自我认知下

降，认为自己不行，离开对

方就活不了。”

说起家庭暴力案件，刘

群有很多心得体会。

正因为她在处理家事案

件和家暴案件时声誉很高，

不时会有人问她：“你到底经

历了什么？”

刘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当然明白对方的言

下之意，实际上，“我既不是

受暴者，也不是施暴者。我

的父母从没打过我，家里也

很民主，没有说谁拥有绝对

的话语权”。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刘

群，刚接触家庭暴力案件时

还感到奇怪，为什么家里人

会打家里人？“当时，这是我

的知识盲点，对我来说也是

有挑战的新领域，就一头扎

了进去。”

2008 年， 陈 琳 ( 化 名 )

不堪忍受长年在夫家做“保

姆”，到法院起诉离婚，递交

伤情照片、医院诊断记录以

及派出所接警记录等，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然而，陈琳

的丈夫罗昆 ( 化名 ) 并不承

认有殴打妻子的行为。从普

通证据看，确实无法直接证

明罗昆是施暴人，案件遭遇

“瓶颈”。

“当时，对于人身安全保

护令如何签发、适用，并没

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仍处于

探索阶段。”刘群组织合议

庭对案情、证据进行全面分

析比对后认定，陈琳属于“面

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最终，刘群大胆适用优

势证据规则，签发了湖南省

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为

我国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

建立，拉开了立法实践的序

幕。

这件事，获评当年“湖

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事

件”，给全国的反家庭暴力工

作树立了一个典型。基于岳

麓区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

工作取得的成效，全国妇联

授予该院“全国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先进集体”称号。

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20 余

年，刘群获得了一系列成绩

和肯定。她曾担任全国首个

“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

合议庭”审判长，湖南省首

家“家事及未成年人案件综

合审判庭”庭长，曾参与多

项反家暴立法调研，受邀到

全国各地作人身安全保护令

实践的授课。

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刘群又签发了全国首

个由妇联代为申请且单独立

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为打

造多机构联动反家暴的“长

沙模式”奠定了基础。

2017 年 6 月，刘群在最

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推

进 会上作典 型发言。2018

年 9 月，她随最高人民法院

代表团前往德国参加第十一

届中德法官交流研讨会，在

会上作专题报告。这是中德

法官交流会举办11年以来首

次出现中国基层法院法官的

身影。

刘群还先后获评“湖南省

青年卫士”“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个人”等称号。

去年 6月，因为身体原因，

刘群辞去了民一庭庭长职位，

但依然坚守在民一庭办案。

“我的初心是安静地当好一

个法官，安静地处理好每一

个案件。这就是我的梦想。”

刘群告诉记者。

“她不仅愿意带新人，而

且喜欢办理‘疑难杂症’案件。”

坐在刘群对面的岳麓区人民法

院民一庭法官汪样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

“我办了这么久的案子，

需要接触更多有挑战性的。”

刘群说，就像做作业一样，

重复刷题很难让她有成就感，

“通常说一个案子难，无非是

有些情形此前没遇到过，或

者法律上没有相应的明确规

定。我就会去思考，怎样在

法律的框架下去解决这个事

情。不好处理的事被处理好

了，快乐加倍”。

“法庭上，女方一说到离

婚，就晕倒在地，声称‘如果

判离，我就自杀’。男方则坚

称，‘如果不判离，我就自杀’。”

刘群说，这样当事双方僵持不

下的案例并不罕见。

年逾六旬的钱洁（化名）

就曾因不想和杨树（化名）离

婚而说过类似的话。开庭前，

刘群咨询心理专家得知，钱洁

不同于常人的成长经历，使她

极度缺乏安全感。多年来，因

为害怕失去，她一直用极端方

式守护着“家”这个港湾，直

至耗尽了彼此的信任与情感。

为了有效甄别“危机婚姻”

和“死亡婚姻”，在这起案件

的第3 次诉讼中，刘群给两名

当事人 3 个月冷静期，并找心

理咨询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

进行疏导和评判，找他们的

成年子女进行安抚，最终使

他们理性平静地面对了法院的

离婚判决。

“家事审判，可以3天断案，

也能 300 天下判决。必须审

慎对待离婚诉讼，可引入心理

干预，在法律的‘刚’性权威

中，注入制度的‘柔’性情怀。”

刘群指出，家事审判切忌“快

刀斩乱麻”，很多功夫在庭外。

当然，刘群会判的不仅仅

是家事案。有一次，她经手

了李某诉某出版社著作权纠

纷一案。李某担心自己败诉，

多次邀请刘群外出吃饭、喝

茶，均被她拒绝。后来，判

决结果与李某的诉请相差甚

远，并且李某还要自行承担

近 1 万元的诉讼费。李某表

示不理解，多次找刘群“讨

说法”。经过刘群的耐心解释，

李某接受了部分胜诉的判决

结果，而且还以《我亲身经历

的一次司法公正》为题向报

社投稿，表达了他对法院和

法官的敬意。

担当，审理涉家暴案的旗帜人物

追梦，从商场营业员到法官

挑战，喜欢解决“疑难杂症”

刘群与当事人沟通。

刘群说，只想安静地做个好法官。

营业员出身，女法官爱办“疑难杂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