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谢你们，又来看我了。我知道自己撑
不了多久，现在最担心的是我过世后，和我一
起生活了几十年、长期瘫痪在床的老伴，她今
后的生活起居该由谁来照料！”这是家住梅山
岛的陈老伯在与农村党员志愿者日常交流中的
一番肺腑之言，道出了独居高龄老人生活的不
易。

陈老伯所牵挂的老伴之事，同样是社区党
支部心头的牵挂。这几天，昼夜温差显著增
大。连日来，北仑区梅山街道江梅社区的农村
党员志愿者纷纷走访独居老人，持续为他们送
上贴心、暖心的服务。

“爷爷，您今天血压正常，状况不错，请
继续保持清淡饮食，可不能掉以轻心哦。平时
要是遇到什么困难，随时联系我们，我们肯定
会及时赶来帮忙！”在绿岛新城一期 80 多岁的
张大爷家中，欢声笑语不断。原来是志愿者正
在陪老人聊天。

几年前，张大爷在轻微中风康复后身体行
动不便。此后，志愿者便定期上门探望老人，
陪他唠嗑，帮他测量血压、整理家务、打扫卫
生，时刻关注老人的健康状况。这让老人感到
格外温暖。

在江梅社区，像张大爷这样的高龄独居老

人有 150 多位。服务好这些老人，是社区打造
“邻聚里”党建品牌、开展“幸福来敲门”活
动的一个生动写照。如今，老人们已经习惯并
欣然享受上门服务，还会踊跃参加各类为老服
务活动，如社区定期举办的长者生日会等。

戴上生日帽，点亮红蜡烛，唱响生日歌，
一同许下美好的心愿⋯⋯在不久前举办的长者
生日会现场，寿星们齐聚一堂，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虽说子女都不在身边，但社区的
集体生日会格外温馨，让我们这些 80 多岁的老
人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体验过生日的仪式
感。”参加活动的寿星满脸笑意地说。一场集
体生日会，一块饱含祝福的生日蛋糕，一支红
红的祝寿蜡烛，一句暖心的关切问候，不仅温
暖了老人的心田，更让他们深切体会到社区大
家庭的融融暖意。

据悉，自“幸福来敲门”为老服务活动开
展 3 年来，江梅社区已培育 20 多名农村党员、
银发居民骨干力量加入志愿服务团队。志愿者
按照老人的实际需求，通过定期送健康、送服
务、送知识、送关爱等多种形式，将贴心服务
切实融入辖区老人的日常生活，累计开展“长
者红领集市”、长者生日会、宁波老话大比拼
等助老、适老活动 130 多场次，服务独居高龄
老人 2000 余人次，成功化解老人的邻里矛盾等
烦心事 260 多件。

长期热心奉献、忙于服务的志愿者孙阿姨
向 笔 者 透 露 ：“ 退 休 后 在 梅 山 岛 生 活 了 近 十
年，小区的点滴变化我都看在眼里。在陪伴独
居高龄老人的过程中，自己的内心也得到了慰
藉。”她如今最大的收获便是成了绿岛新城的
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居民认得她，拉着
她聊天，不舍得让她走，这让她充满了成就
感。

如今，江梅社区的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
邻里关系愈发亲近，老人的生活也越来越便
利。“今后，社区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全力
做好服务居民工作，尤其是着力解决好老年人
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在海岛，有一种幸福，是陪你一起慢慢
变老！”江梅社区党支部书记丁巧叶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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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志愿者为老人量血压。

②志愿者为老人理发。

③江梅社区举办长者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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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9日发布6件依
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9 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乡科级干
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7.7 万人

（12 月 10 日 《北京青年报》）。
灭蝇除害，如秋风扫落叶，

令人拍手称快。最高人民法院本
次通报的 6 件典型案例，涉住房
保障、教育招生、医疗保险、劳
动就业、财政税收、征地拆等多
个领域，当事人均被依法惩处。
对“微腐败”露头就打，进一步
释放出严惩“微腐”、狠拍“蝇
贪”的强烈信号和坚定决心。

“蝇贪蚁腐”，其害如“虎”。
吃拿卡要，作风不实，优亲厚
友，处事不公，虚报冒领，截留
私分，以权谋私，贪污挪用……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一些

“小苍蝇”频频出现在百姓身边，
散点多发、手段繁多，涉及的是
事关百姓利益、乡村发展的“关
键小事”，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
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
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微腐败”伤害社会公平，破
坏社会秩序，损害群众利益，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坚持“老虎”“苍蝇”

一起打，持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
态势，惩治“蝇贪蚁腐”成为全
党全社会的共识。从二十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对“坚决整治各种
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作出
部署，到印发《中央反腐败协调小
组工作规划（2023-2027 年）》《关
于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见》 等文
件，均释放出把严的基调、严的
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的
强烈信号。有数据显示，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执
法司法等民生领域的腐败和作风
问题65万多件。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铲除
基层“微腐败”滋生土壤，既要
抓典型案件查办，也要做好综合
治理。对待“微腐败”，必须坚持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查
处一案、震慑一批、警醒一片，
还人民群众一片朗朗晴空。一方
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
上预防和治理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形成“莫伸手，伸手必被
捉”的高压态势，营造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的基层政治生
态。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
强化监督、加强教育等方式，构
建起一道道严密的防线，让老百
姓切实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
身边，让群众身边“蝇贪蚁腐”
无处遁形。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蝇贪蚁腐”

盛 翔

近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
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
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
实施的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家
庭暴力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
解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有效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
谐、社会稳定 （12 月 9 日中国青年
网）。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我国反
家庭暴力重要的制度创新，是公
安机关及时介入家庭暴力的经验
总结。我国 《反家庭暴力法》 第
16 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
依法不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
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
者出具告诫书。自 《反家庭暴力
法》 施行以来，家暴告诫制度在

很多案件中发挥了预防制止家庭
暴力“警示器”“缓冲阀”的作
用。仅 2023 年，全国公安机关就
出具告诫书 9.8万份。

但在实践中，告诫制度在实体
和程序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
间，某些地方的基层民警在处理家
暴案件时，尚未形成依法出具告诫
书的执法意识和习惯。《意见》 的
出台，规范了出具告诫书情形、告
诫书内容，细化了告诫实施流程，
提出了五种“一般应当”出具告诫
的情形和五种不能用告诫替代其他
措施的情形，尽可能做到了简约规
范，便于民警执法操作。

公共舆论最为关注的，是“九
部门明确家暴证据标准”，即对家
庭暴力认定的证据条件、辅助证据
类型进行了明确规定。如果加害人
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只需加害
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
即可；如果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
力，则需另外一种辅证。辅证包括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
未成年人子女证言、忏悔书保证
书、伤情鉴定意见、诊疗意见、求
助记录等8类。

家暴证据标准的明确，主要是
为了便于民警执法，同时也便于家
暴受害者积极收集证据维权。不难
发现，出具家暴告诫书的家暴认定
标准，相对还是比较容易证明的。
虽然家暴告诫书并非行政处罚，而
只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但告诫书
不仅具有预防功能，能够避免小错
酿成大恶，更重要的是，告诫书本
身就是一种法定证据形式。

对那些屡教不改多次实施家暴
等不法行为加害人，告诫书为受害
人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提供了必
要的证据。在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
家庭暴力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作
出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可以作为人民
法院认定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在
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的家庭暴力人身
伤害刑事案件中，刑事案件发生前

公安机关曾对加害人出具过告诫书
的，也可以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
情节。

家庭暴力不仅是对家庭秩序
的破坏、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
威胁，更是对社会文明和法治底
线的突破。相比事后惩戒，出具
告诫书等事前防范，能够更加有
效避免家庭暴力悲剧的发生。只
不过，好的规定依然需要好的落
实。今年 5 月，“被家暴 16 次需终
身挂粪袋”当事人小谢与丈夫贺
某阳的离婚诉讼案，终于被法院
判决准予离婚。在该案中，警方
曾两次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但
效果似乎依然有限。

期待《意见》发布后，家暴告
诫书能够更好发挥效用，特别是能
跟离婚诉讼等更好衔接，改变“第
一次不判离”等司法惯例，让深陷
家暴的受害者，能以更低成本逃离
错误婚姻，真正实现对受害者的全
方位保护。

用好告诫制度“警示器”向家暴说“不”

罗志华

近日，湖北武汉 HIV 阳性感
染者的关爱志愿者反映，湖北省实
行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
中，列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
体”检验。部分感染者因检验结果
呈现 HIV阳性被医生拒诊。12月 4
日，湖北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已通知所有定点医院门诊对相
应信息进行屏蔽，保护特殊疾病群
体的信息安全 （12 月 4 日海报新
闻）。

目前医疗系统正在全力推进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互认的诸多好处
也已被医疗系统和普通民众所熟知
和接受。但发生在武汉的这起事
件，为社会看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和完善互认模式，提供了一个新视
角——结果互认如何处理患者隐

私？出于对患者敏感隐私保护的需
要，是否应该列出一个不可互认的
项目清单？

这起事件的关键点，在于没有
保护好 HIV 阳性感染者的隐私。

《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
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
的相关信息。根据这条法规，HIV
阳性等艾滋病检测结果是不应该上
传医院检查检验互认系统等平台
的，否则就会以结果互认的方式，
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患者相关信息。
目前艾滋病歧视还比较严重，假如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忽视艾滋病相关
信息保护，就可能像这起事件一
样，对患者构成不必要的伤害。

除了艾滋病相关信息，需要保
护的个人隐私还有很多。比如目前
职场普遍存在乙肝歧视，在互认乙

肝检验结果时，需要防范信息被他
人获取。性传播疾病等敏感疾病信
息一旦被泄露，对患者的杀伤力也
很大，与这些疾病相关的检查检验
结果能不能互认，以及在互认过程
中如何保护隐私等，亟待出台具体
规则。一些基因信息，如产检发现
胎儿存在基因缺陷、亲子鉴定结果
等，更应该作为个人敏感隐私加以
保护。

对于不能互认的项目，其实相
关部门已经有所预见并作出过部
署。上个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指出要
制定发布“负面”清单，明确不能
互认的情形，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安
全。

“负面”清单既应该包括因技

术原因导致目前还无法互认的项
目，更应该包括出于隐私保护需
要，不能互认或需要经过技术处理
才能互认的项目。《指导意见》 还
明确，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快
制定并发布互认项目清单、互认医
疗机构清单以及“负面”清单。目
前出现 HIV 感染者检验结果被互
认现象，说明互认项目亟待推出

“负面”清单。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不能忽视隐

私保护，但也不能以隐私保护为由
延缓这项工作。该互认的项目要毫
不保留地互认，不能或不宜互认的
则应以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为重。
只有清晰地制定和发布互认项目清
单、“负面”清单，并在互认过程
中做好隐私保护，才能稳步推进这
项重大医改，在造福广大患者的同
时，避免对一些患者造成伤害。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亟待“负面清单”

“温暖杀手”漫画角 王怀申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