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山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 驻马畈镇潘楼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马
永强，自

2015

年
8

月到潘楼村任职以来，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解决民生
问题，帮助村民致富。在马永强的帮助下，全村建起养鸡场

17

所，有
76

人从事养鸡业，人均年收入达到
3.7

万元。图为马永强正在帮助村民
销售鸡蛋。 本报记者孟磊通讯员谢万柏摄

我国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本报讯（记者马童）

3

月
1

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
实施。

据最高法去年统计， 全国约有
24.7%

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
力；妇联系统每年受理

4

万到
5

万件家暴
投诉；近

10%

的故意杀人案件涉及家庭
暴力。家庭暴力已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
的重要因素，《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顺
应了社会发展和道德人心，从

1995

年中
国首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第一次
提出“坚决制止家庭暴力”，到最终的专
门法律出台，反家暴立法酝酿筹备了

20

余年。

哪些是家庭暴力？第一章第二条规
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
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
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
体、精神等侵害行为。看来家暴并非只
指动手打人之类。

在《反家庭暴力法》的约束下，自己
的孩子爱咋管咋管的做法可能是违法
行为。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
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
实施家庭暴力。

第三章第十八条对家暴受害者提
出庇护，该条规定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
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
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

家暴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第
三章第十六条规定： 家庭暴力情节较
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
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
具告诫书。结合第一章第五条“反家庭
暴力工作应当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的
解释，得到受害人谅解还是家暴行为从
轻处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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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车，要从安全开始”

回望春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
情况，在对文明交通、安全驾驶的
呼唤中，记者走访了信阳市驾驶
员培训学校，重温了一堂安全驾
驶课，在此与大家共享。

汪家友是市驾校训练队的队
长，素来以严格受到同事和学员
的称道。

“安全第一，驾车，一切都要
从安全开始。”汪家友说，“不是挂
在嘴上，是落实在驾车时所有操
作上。”

人们对考取驾照的过程常常
感到焦急，甚至对理论考试不以
为然。

“理论考试先于技能考试，就
是让学员明白它的重要性。”市驾
校校长赵平安说，“只有对各种交
通规则了然于胸，才能谈得上安
全驾驶。据说韩国有一个人考了
一辈子都没取得驾照，就是因为
理论考试不过关。”

学习驾驶过程中，常常要无
数次重复一些操作技能，有人认
为是枯燥的。

汪家友说：“不是枯燥不枯
燥，不断重复，就是要形成自觉的
动作。比如骑自行车，人们不会注
意到脚的动作，那是形成了下意
识的动作。开车也是一样，上车检
查后视镜、系安全带，起步时离
合、挂挡、加油、松手刹，必须是一
连串的动作，每次都不会错一点
才行。”

汪家友认为，到驾校来不应
该只是取得驾照，重要的是培养
良好的驾驶习惯，以一种对个人、

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只有如此才
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驾驶员。

“学员认为到驾校就是为了
拿证， 很多驾校自己也这样认
为。”赵平安说，“没这么简单，如果
仅仅专注于通过考试的科目，就会
为以后的日常驾驶留下隐患。”

赵平安认为，驾车时的礼让
和道路交通中有预见性的避让才
更有意义。

驾车时心里要装有周围的交
通参与者，及时正确地向他们发出
行驶信号和响应他们发出的信号。

这一方面体现一种文明礼貌，一方
面也为交通安全提供了保障。

“有一种说法叫防御性驾驶，

其核心就是有预见性的避让。”赵
平安说，“根据路况选择车速，和
周围的人车保持足够的安全时间
和空间。绝不因为自己的原因引
发事故，万一被动发生事故时为
自己留出最后的安全空间。”

所谓留出安全时间，具体是指
4

秒钟的避让时间，而
4

秒钟也和当
时的车速相关联，比如时速

90

公里
时，前后的车距就是

100

米。

所谓安全空间， 是指避让空
间，诸如前车突然刹车或者违规变
道，以及后车突然违规超车，避让
车辆要有安全避让的道路空间。

赵平安还认为驾驶员应该对
车辆有足够的了解，至少要非常
熟悉自己的车辆。

“一方面是正确操作车辆，另
一方面也可以减少车辆的损耗。”

赵平安说，“别小看随车的用户手
册，一定要多看、看透。”

赵平安认为，实际行车过程
中，路况具有复杂性，只要坚守一
些原则就不会有意外发生。这些
原则很简单，就是相关的道路交通
法律法规，每个驾驶员在取得驾照
前都已经反复学习了无数遍。

□

本报记者马童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来这里收衣服了，

这里的居民捐衣服的热情都很高。”

3

月
1

日上
午， 信阳大别山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再次
来到天朗花园小区收衣服，看着眼前的“大包
小包”，志愿者都无比感动，“装了还不到一个
月，就已经收了两次了。”

年前， 信阳大别山志愿者协会在天朗花
园安装了一个绿色的爱心衣物投放箱， 这个
“绿巨人”一来，就受到了小区居民的欢迎，不
少居民都自发把自己不穿的衣服洗好， 打包
放到投放箱里。

“现在谁穿衣服还能穿破呀，就是觉得过
时了，不想穿了，但都是好衣服，扔了又觉得
太可惜了。”居民孙先生高兴地说，“现在有了
投放箱，我们就知道这些衣服该放到哪了。”

在天朗花园的大门口， 记者看到了一个
绿色的大箱子，不仅投放箱塞满了衣服，而且
连箱子顶上和旁边也放满了打包好的衣物。

“这些衣服基本上都是洗干净的，有的还是带
着标签的全新的衣服。” 志愿者边整理边说，

“你看这还有书籍、玩具，整理整理之后就能
拿去给山区里的孩子们了。”

“自从小区里安装了投放箱， 几乎每个经
过的居民都会停下来，仔细看看。”该小区的门
卫告诉记者，“每天都有一两个居民，把自己打
包好的衣服放进去。”

在采访中，小区居民告诉记者，这个爱心
衣物投放箱留住了大家的爱心， 也给大家提
供了方便，是个挺好的主意。

“衣服回收后， 我们首先会进行筛选，筛
选后对符合捐赠条件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

不符合捐赠条件的衣物将进行加工处理。”大
别山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说，“捐赠衣物要尽
量清洗干净，分类包装，以防二次污染。”

（图为志愿者在收衣服。）

小区有了“绿巨人” 居民捐衣热情高

本报记者孟磊文
/

图

□

本报记者马童

图为邮政快递工作人员正在仔细核对寄件人信息。

3

月
1

日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其中，由国家质
检总局、中央综治办、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 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快递寄件将实行
100%

实名制。 这项规范将推动落
实

100%

先验视后封箱、

100%

寄递实名制、

100%X

光机安检等制度保障。谁来寄东西，寄的什么东西，

是不是安全的东西， 通过落实这
3

个环节的制度要
求，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一些问题，在快递物流行业
当中排除某些风险。

3

月
1

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我市贸易广场的一
家快递公司网点，向工作人员咨询快递寄件执行实
名制情况。一位工作人员说：“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
实行实名制寄件了，你看我们这墙上贴的提示。”记
者抬头发现， 在该快递公司揽件柜台后面的墙上，

张贴着两张醒目的告示贴，一张写着
:

“寄件实名登
记”， 一张写着：“登记在左下角寄件人签名处”。恰
在此时，一位顾客走进快递公司要求寄件。这位工
作人员查看了顾客要求寄出的物品之后，根据寄件

人填写的单据又要求顾客出示身份证，这位顾客也
很配合地拿出身份证递给了工作人员让她查看。

记者随后又向该工作人员问道：“如果寄件人
没带身份证或身份证丢失怎么办？有的客户不配合
不愿意出示身份证怎么办？” 该工作人员回答说：

“没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的情况下，我们会要
求客户拿出有效的其他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在
查看后就可以帮他寄出快件。 如果有客户实在不
愿意出示身份证件的， 我们就向他解释国家的相
关规定，实在不愿意，那我们也没办法，最多是不
寄呗！”

在信阳市邮政分公司快件收寄中心， 记者看
到， 所有的寄出包裹件工作人员都会仔细地查看，

在客户填写寄出单据之后，工作人员会礼貌地要求
客户出示身份证件查验核对寄出人的姓名。据该公
司综合办工作人员徐生力介绍，信阳邮政在包裹收
寄过程中，一直坚持双验视制度，配备了邮件快件
Ｘ

光机安检，以保证邮件从收入到运输，再到投递
各个环节的安全。 如发现不符合收寄要求的物品，

包裹会被严禁寄出。

3月1日起我市全面执行快递实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