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壹读·焦点2017年12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张琪 美编：金红 组版：徐凌

山东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

我我省省建建立立8866个个反反家家暴暴庇庇护护机机构构
本报济南12月12日讯（记者 范佳）

山东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2日
上午在济南开幕。近年来，山东省人大
将《山东省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列入2016年度地方立法计划二类
项目，山东省还建立了86个反家暴庇
护机构，县以上司法机关普遍成立了妇
女法律援助中心。

山东省妇联主席张惠介绍，山东省
形成了司法保护、维权服务、信访投诉、
社会救助“四位一体”的维权工作体系。

据了解，我省及17个市已全部成
立维护妇女权益工作领导协调小组，
依托法院系统建立了妇女维权合议
庭，依托公安机关建立110家暴报警服
务台，与民政、卫生等部门联合建立反
家暴庇护机构86个，县以上司法机关
普遍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在有
资质的医疗机构设立家庭暴力伤情鉴
定中心137个，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
化维权工作网络。

在村（居）、社区还建立了集普法
宣传、法律服务、心理疏导、调处化解
矛盾纠纷等功能为一体的妇女维权服
务站，健全妇联系统四级信访网络，县
以上全部开通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
线，建基层妇女维权服务站（点）6万多
处，积极推进妇女信访代理，发展信访
代理员1 . 1万余人，代理信访案件8000
余件，形成司法保护、维权服务、信访
投诉、社会救助“四位一体”的维权工
作体系。

而在妇女创业创新方面，我省实
施了“创业创新巾帼行动”，发展妇联
系统大姐创业就业服务机构、实体，全
省县以上建大姐机构329家，累计安置
157万人就业，为360万家庭提供服务。
举办妇女就业专场招聘会2562场，提
供就业岗位129万个。开展新型职业女
农民培训，培训妇女150 . 8万人次。推
动发放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138 . 74
亿元，扶持13 . 2万名妇女创业发展。深
化巾帼建功活动，2 . 8万个巾帼文明岗
创新创优成果显著，带动各行各业妇
女岗位建功。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孔令茹 李岩松
通讯员 冯黎丽

回忆过去
眉头紧皱思绪难平

12日上午10点多，微山县韩庄镇小方
头村一处老屋内，一台老式彩电正在播放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新闻，98
岁的孙进良穿着黑色的厚外套坐在沙发
上，认真听着主持人说的每一句话。

新闻里播放的《拉贝日记》等影印
本南京首发的消息，将孙进良的思绪拉
回了80年前，那时他参与了南京保卫
战。看完电视，孙进良“唉”了一声，眉头
紧皱，低头沉思。

南京，对于孙进良有着特殊的意
义。1935年，他曾在南京接受童子军大
检阅。1937年，他作为看护兵参加了南
京保卫战。侥幸逃过一命后，他机智逃
过日军层层哨所，最终平安回到南京难
民收容所。

去年，孙进良受邀参加南京大屠杀
相关纪念活动，儿媳带他在南京街头散
步时，被好几个年轻人围住，“孙老爷

爷，我能和您合影吗？”胸前戴着纪念章
的孙进良，与年轻人一一合影。

“最幸福的时代，就是现在。”孙进
良站起身笑着说，他想不出更好的形容
词形容当下，这样的生活他很享受。

一句机智妙答
让他逃出日军魔掌

孙进良怕冷，坐在炉子边接受采
访。老人家停顿了几秒，从1937年的南
京保卫战说起，打开了记忆的匣子。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时
孙进良在万国红十字协会医院做看护
兵，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仍忙碌于救治
伤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日军带走，前方
即将面对的是残忍的“机枪点名”。

当时17岁的孙进良个子只有1 . 5
米，因为像个孩子而被日军放走，随即
又遇到了招兵的中岛部队蒲州连队军
官。“他问我要不要吃饭，当时我虽然很
饿，但是拒绝了，之后他向西方开了一
枪，让我做他的小兵。”孙进良回忆说，
他立即干脆地答应着，但提出了要进城

回家向父母告别的要求。
这一句机智的回答，让孙进良取得

了日军的信任，并顺利得到了一张带有
椭圆形章印的“路条”。随后，他顺利通
过了十几个日军哨所，最终安全抵达了
南京难民收容所。

1938年，孙进良报考黄埔军校，最
终成为十六期一总队炮科学员。1941
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孙进良历任弹药
队队长、少尉排长，最终在洛阳担任国
民革命军15军军属炮兵营营长。1948年
底，孙进良回到微山家乡。

山东抗战老兵、98岁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孙进良：

最最幸幸福福的的时时代代，，就就是是现现在在

本报记者 范佳

大会期间，妇女维权话题引起代
表热议。不少代表表示，妇女维权意识
仍需加强，而人身保护令就是抵制暴
力拳头的一把利刃。

山东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
表、日照市莒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维
芹，在工作中目睹了太多家庭的分合与
血泪。

让陈维芹痛心的是，一些具备一
定文化素养的家庭，依然充满暴力。有
位妇女因二胎依然生了女孩，被丈夫
用皮带殴打，逼她放弃二胎女儿。妻子
坚决不同意，找到陈维芹寻求帮助。

“她很坚决，一心要留住小女儿。最后
经过法院调解，大女儿归父亲，小女儿

归她，两人顺利离婚。”
陈维芹回忆，有一次一位遍体鳞

伤的母亲由儿子陪伴来到法援中心求
助，男孩的手臂也缠着绷带。原来男孩
要中考了，父母却天天吵架，吵到激烈
处丈夫抬手便打妻子。男孩的手臂就
是在保护母亲时被打断的。这样的家
庭暴力反复发生，但这位妇女一直选
择忍气吞声，直到儿子拉着她来到了
法援中心求助。这是陈维芹和同事们
做的第一起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案件。

“2016年《反家暴法》实施以后，家务
事变成了社会事。”陈维芹说，人身保护
令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区域之内让施暴
丈夫离开家庭居住场所，如果丈夫违反
了人身保护令中的内容，法律可以采取
训诫、拘留、罚款、离婚等强制措施。

对于反家暴，山东省妇女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代表，济南中大槐树街道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妇联主席
刘云香也深有感触。裕园社区是有名
的零家庭暴力社区。这得益于社区居
委会、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安的努力。

刘云香曾在社区建立一个女性避
风港。“避风港能对男性起到震慑作
用，也为在家庭中遭遇困境的女性遮
风挡雨。”刘云香回忆，曾有一位外地
女孩和丈夫感情淡漠，离家出走来到
了裕园社区。刘云香便将她带到了避
风港，为她提供暂时的食宿。一番耐心
开导之后，女孩打开了心结，主动和丈
夫联系，两人重归于好。“妇女的维权
意识还应加强，要进一步加强培训和
指导。”刘云香说。

家务事变成社会事

抵抵制制家家暴暴、、妇妇女女维维权权引引发发代代表表热热议议

12月13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
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在公祭日来临之际，记者在济宁
微山县采访到了山东省目前所知唯
一健在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98
岁的孙进良。他说那段历史永生难
忘。面对当下生活，他感慨“最幸福的
时代，就是现在”。

志愿者送来的牌匾，老人取下来擦拭干净。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12日，山东省妇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现场。省妇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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