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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汪样在家乡法院系

统工作，开始接触到家事案件。

“当时，不少人对家暴的理解非

常机械，停留在字面意思上。”

她记得，2016 年 3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

施之前，“家暴属于家务事”这

一理念根深蒂固。

一次，一位妇女到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她提到“曾被丈夫砍

了几刀”。“我觉得不对劲，这种

行为很有可能构成了家暴。” 汪

样说，但在当时的家事审判中，

家暴认定的实践经验不多。于是，

在和上级领导汇报后，汪样向这

名妇女建议，让她先到派出所报

警，中止离婚诉讼的审判。

经过伤情鉴定，女方被认

定为重伤，民警很快将其丈夫

逮捕归案。最终，男方被判刑。

汪样也据此认定男方构成家庭

暴力，判决双方离婚。

这个案件 也 成 为了汪样 接

手的第一起涉家暴的家事案件。

2015 年，汪样调任至长沙市岳麓

区人民法院。此后，她深入参与

到岳麓区人民法院承接的全国法

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

试点工作中，并在 2019 年，担

起岳麓区法院家事案件专业化审

判大任——“司法审判是维护被

家暴妇女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

线。”汪样说，如今，她每年要

负责审理 500 余起民商事案，大

部分是家事审判案件，其中有大

概 30% 的离婚案件中，当事人

提及到家庭暴力。

一次，一名妇女向法院提起

离婚诉讼，并且主张男方在婚

姻存续期间有家暴的行为。但

面对女方的指控，男方拒不承

认，而女方也无法提供更加直

接的证据证明自己遭受过家暴，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出台不久，有一部分

基层民警并不知道如何操作。”

面对民警的疑惑，律师拿出了随

身携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并拿出了女方被殴

打的证据——因为暴力行为在

当地加油站实施，刚好被监控

摄像头拍到这一幕。

有舒蓉月团队的指导和帮助，

在公安部门的干涉下，男子很快

意识到“对 女友动手也是违法

的”，最终双方顺利分手。

“国家法律对家暴是零容忍

的。”舒蓉月说，很多时候，妇

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家暴，也

不知道被家暴后应该如何维护自

己的权利。为此，舒蓉月积极投

身妇女儿童权益法治宣传，向大

家普及相关的理念。

一开始，舒蓉月以“反家庭

暴力”为主题进行宣讲，很多人

不愿意来听，“有些人认为来听

了就是因为遭遇了家暴”。为了

改变这一情况，舒蓉月将反家庭

暴力的内容和其他婚姻家事相关

法律融合在一起，以“用法律的

她成立服务队、培训志愿者，
打造被家暴妇女的“温馨驿站”

王芝兰
益阳沅江市婚姻家庭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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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 10 年，王芝兰总会思考

一个问题——“如果调解力量能

及时介入家庭矛盾中，是不是就

能避免一些家暴事件的发生？”

带着反家暴的使命，王芝兰

创建沅江市婚姻调解志愿服务

队，她的办公室成了当地被家暴

妇女的“温馨驿站”。

2013 年，王芝兰还是沅江市

民政局的一名普通干部。“那时，

婚姻登记处就在我们办公楼的院

子里。”许多前来离婚的夫妻情

绪激动，不仅吵得面红耳赤，更

有甚者，用砖头、刀相互攻击。

为了避 免 这 些极端 暴力 行

为，王芝兰带着 5 位同事，自学

考取婚姻家庭咨询师后，成立了

一支婚姻调解志愿服务队——这

也是沅江市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的雏形。

在王芝兰的带领下，这支队

伍从 6 人发展至如今 36 名成员、

180 余名志愿者。

“在家暴案件中维护好妇女

权益，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为此，王芝兰开设了“周末有约”

课堂，将志愿者们汇聚一堂，由

智慧让生活更幸福”为题进行宣

讲，这才让更多人提起了兴趣。

在舒蓉月的宣传普及下，不

少妇女、村（社区）妇联主席也

有了更强烈的反家 暴意识。今

年初，在一次为村（社区）妇联

召开的普法讲座后，一名村妇联

主席给舒蓉月打来了电话，向她

讲述了辖区内一名聋哑妇女被家

暴后，却难以求助的事件。

得知这一情况，舒蓉月立即

向省、市妇联汇报了相关情况，

及时赶到被家暴妇女的辖区，了

解情况。舒蓉月得知，这名妇女

已经遭遇了近十年的家暴，而由

于无法沟通，她一直没有得到有

效帮助。

很快，舒蓉月带领团队为这

名聋哑妇女提供了法律援助，帮

助她解除了和男方的婚姻关系。 

“反家暴首先要让人了解家

暴。”舒蓉月说，在为弱势妇女提

供帮助的过程中，她发现要预防

家庭暴力，首先要让大家从认知

上获得改变，知道“家暴不是家

务事”。同时，如何让女性得以

尊重也是一门普法课题，“我们女

性获得他人尊重的前提，是先要

获得自身的精神独立、思想独立，

这样才能避免受到伤害”。

婚调委中的法律行业从业者每周

开展培训，针对过往个案进行剖

析，“如何区分家暴、发现潜在

危险，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普

及，摒弃‘家务事’的传统观念，

都是我们培训的重要内容”。

当然，培训不只针对志愿者，

2022 年，沅江市婚调委特设了

家庭教育示范基地，这里也成为

了被家暴妇女的维权服务基地。

“倾听、同理、共情……我

们会帮助她们舒缓情绪，再根据

需求制定安全计划，培养反家暴

意识，帮助她们掌握更多的求助

技巧和方式。” 如今，已有 178

名妇女在遭受家暴后，得到了基

地志愿者的培训和帮助。

2018 年，王芝兰主导成立沅

江市“馨家园”家暴庇护中心。“许

多被家暴妇女会面临无处可去、

无亲友帮助的情境，庇护所可以

给她们一个临时栖身之地，让她

们暂时脱离暴力环境。”  

2019 年 4 月的一天凌晨，王

芝兰接到了毛亚（化名）的求助

电话 ：“再婚丈夫对我拳打脚踢，

把我赶出了家门！”接到求助后，

她首先安排附近的志愿者上门，

将毛亚和 9 个月大的孩子接到庇

护中心。一番了解后得知，毛亚

和丈夫结婚两年多，丈夫曾多次

以各种理由实施家暴。半年时间

里，毛亚一直住在庇护中心。经

过志愿者和丈夫的多次交涉，丈

夫终于承诺以后再不动手，毛亚

也愿意和丈夫重归于好。

“考虑到她丈夫有多次家暴

史，我们对毛亚家庭进行了全流

程的陪伴和帮扶。”王芝兰组织

志愿者对毛亚和丈夫进行情绪

管理、持家、夫妻相处、家庭教

育等课程培训，“一位企业家志

愿者还资助毛亚在家门口创业，

做些加工农产品的小生意”。收

入多了，婚姻观念更新了，毛亚

和丈夫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调解不等于调和，我们要

从源头解决家暴，庇护和陪伴不

是长久之计。”王芝兰说，落实

与其他部门联动、帮扶就业、婚

姻家庭课程培训等措施，才能真

正让夫妻双方建构和谐关系，帮

助受过伤害的妇女走出阴霾。 

办理“中国反家暴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助推出台家事调查工作规程

汪样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一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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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具有较高的隐

弊性和私密性，这就导

致很多受害者在遭受家

暴后，无法及时、充分

取证”。

为此，在案件审判过

程中，汪样加强了对当

事双方的问询。几个回

合下来，女方对每一次

家暴和报警都能够详实

回答，男方则是避重就

轻，不愿意讲述更多细

节。

 “ 女 方 提 交 了 就 医

记录，在医院诊断书上

很清晰地写明她出现多

处软组织挫伤。” 同时，

汪样加大依职权探究力

度，适当减低了家暴受

害人的取证难度。最终，

结合多项证据，法院认

定家暴行为的存在，并

做出解除婚姻关系的判

决。因为及时维护了受

害者的权益，这一案例

也入选了“中国反家暴

十大典型案例”。

以这个案例为代表，

汪样开始思考，是否可

以借助第三方力量，专

门 对 家 事 案 件 开 展 调

查？同时，她发现，及

时为遭受家暴的受害者

提供心理疏导、为施暴

者进行心理矫正非常重

要，而和法院相比，妇

联组织在婚姻调解、家

庭教育等家事领域更有

优势，可以链接更多的

诸如心理咨询师、社会

工作等资源。

于 是， 今 年 4 月，

在汪样的推动下，岳麓

区法院和区妇联联合出

台湖南省首份《关于在

家事案件审理中开展家

事调查的工作规程（试

行）》，并成立了长沙法

院系统首个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站，助推家事纠

纷源头预防及多元化解

工作做实做深，避免恶

性事件的发生，更好地

维护了妇女儿童的合法

权益。 

汪样（右）
正在和同
事审核证
据。

王芝兰定期
召开会议，
探讨如何更
好地开展工
作。

为 反 对 家 庭
暴 力， 舒 蓉
月 积 极 投 身
妇 女 儿 童 权
益法治宣传，
进 单 位、 进
社 区（ 村 ）
宣 讲 相 关 法
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