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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癌症”折磨“社会细胞”

家庭暴力，对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是不

可言说的伤害。面对家暴，很多家庭成员

选择“隐忍”，有的导致家庭关系破裂，有的

造成恶性案件。家暴，成为折磨家庭这一

“社会细胞”的“癌症”。

山东省妇联权益部部长王丽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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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

国妇联统计，全国 2.7 亿个家庭中，有 30%

的已婚妇女曾遭受家暴，并且有 70%的施

暴者不仅打妻子，还打孩子。

广东省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社

工杜惠欣告诉记者，有些妇女之所以忍受

家暴，主要是考虑离婚后经济压力大、对孩

子成长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舆论压力大

等原因。

“也有些妇女对家暴概念不清楚，以为

只是简单的夫妻吵架，她们没意识到自己

正遭受家暴。”杜惠欣说，事态严重后，她们

才发现家庭关系已经破裂。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

法官黄文劲说，因为家暴导致死亡的极端

个案仍时有发生。他一直记得审理过一个

案子：案发当天，女方曾自己跑出去说“他

要杀我”；但最后还是被人劝回家。其实女

方意识到人身安全遭威胁时，就不应该再

回家，“那时她的家，已经不是避风港”。

“隐蔽性”滋生家庭暴力

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多数家暴行为

仍受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没有及时得到

介入、制止；另一方面，家暴行为中的精神

暴力、经济控制突显，高知家庭、公众人物

群体的家暴行为也更具隐蔽性。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教授张雅

维认为，相比普通家庭，公众人物、高知家

庭群体的家暴行为更难为外人所知，而一

旦被披露，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数据显示，“高知群体”并非能够更好

地保护自己，也存在被家暴的风险。广州

市妇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年龄分布

看，当地家暴案件当事人年龄一般在 18 周

岁以上，26 岁至 59 岁比例相对较多，而被

施暴方文化水平既有文盲、小学、初高中也

有大学生、研究生，其中初中生比例较高，

但本科和研究生占比也达 11%。

张雅维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

外扬”等思想在一些家庭中还很有市场，这

与家庭成员本身的文化水平高低并不一定

成比例。一方面，很多家庭成员并不了解

《反家庭暴力法》，暴力发生时没有及时有

效地保护证据，导致举证困难；另一方面，

一些家庭成员在举报、报案中态度反复变

化，也滋生了家暴行为的进一步恶化。

有关专家认为，特别是家庭成员间的

精神暴力，其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形

式多样、缺少证据，在警方的后期调查中也

出现了较大的认知偏差，导致被施暴者难

以得到及时救助保护。

法治之力还可以更给力

家庭暴力，早已不是家务事，而是有

法可依的违法行为。发布“人身安全保护

令”、建立家暴事件首接负责制……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正式施行；今年 1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

关于预防、处置家庭暴力的综合性地方性

法规《山东省反家庭暴力条例》也开始实

施。

据王丽臻介绍，在治理家庭暴力过程

中，妇联、公益组织等群体被形容为“娘家

人”，多以心理咨询、婚姻辅导、法律咨询援

助等介入服务为主；而公安机关、法院法律

保障等则被称形容为“舅家人”，可以及时

出警、当场训诫，并在受理申请后及时发布

“人身安全保护令”。

“保护令是阻隔家暴的一道隔离墙。

签发保护令只需有家暴危险存在，并不以

家暴行为发生为必要条件。”王丽臻说，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

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全国各级法院共发

布“人身安全保护令”1589 份。

杜惠欣说，目前“人身安全保护令”最

长有 6 个月保护期限，已经起到很大震慑

作用，在 6 个月内，社区工作者能与求助者

积极协商保护举措。比如，家暴后仍有跟

踪行为，建议当事人立即报警；如果两人

“相爱相杀”，依然决定回归家庭，也会给出

自我保护建议。

山东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张明敏说，山东开创性提出了家暴“首

办负责制”。只要发生家暴或发现疑似家

暴，家庭成员都可以到村委会、居委会、相

关职能部门寻求帮助。“谁第一个接到举报

和投诉，谁就要负责到底，以避免部门间扯

皮。”张明敏说。

黄文劲、杜惠欣等人建议，消解家庭暴

力，法治之力还可以更给力。目前，“人身

安全保护令”要有警察出警回执、验伤报告

等，申请流程较长，而 6 个月保护时期相较

于长期存在的家暴行为，依然较短；同时保

护令内容聚焦“人身”，没有涉及“财产”，导

致不少受害方迫于经济、生活压力回到家

庭 暴 力 中 ，致 使 保 护 裁 定 的 效 果 大 打 折

扣。他们建议，应适当延长保护期，在地方

条例中加入财产保护的相关内容。

（新华社北京11月 25日电）

“家庭癌症”，还要痛多久？

进入冬季，喝上一杯暖暖的茶是不少

人的休闲享受。与各式各样的饮料相比，

喝茶不仅能帮助人体补充水分，茶中还含

有像茶多酚、茶多糖、儿茶素、锌、硒、铜、

锰、铬等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很多研究证

明，喝茶具有一定的降脂减肥功效，还有抗

辐射、调节血脂、强健骨骼、抗氧化等作用。

但喝茶也要讲究体质和方法，只有喝

对了，茶才能起到真正的养生作用。关于

喝茶，以下几个常识，你是否知晓呢？

喝茶时注意水温别太高。喝茶的水温

至关重要，茶水温度应介于 56℃至 60℃，

对健康较为有利。水温太高，食管黏膜容

易受到慢性热损伤，长期损伤后会增加癌

变风险。尤其是爱好抽烟喝酒的人，如果

喝热茶（65℃以上），会损害食道抵御酒精

与尼古丁毒素的能力，患癌风险更高。

每日用茶的量要控制在 12 克左右。
一般来说，对于有喝茶习惯的健康人，每日

用茶可在 12 克左右，分 3 至 4 次冲泡较合

适。爱喝茶、饮食油腻的人可适当增加；孕

妇、儿童及神经衰弱、心动过速的人要少饮

茶或不饮茶。

喝茶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同体

质的人群所喝的茶也不尽相同。未发酵茶

（绿茶如龙井、碧螺春、毛尖等）具有清热、

利尿、生津等作用，但因为偏凉，胃寒或有

慢性胃病人群不宜饮。而半发酵茶（青茶

如铁观音、乌龙茶等）、全发酵茶（红茶）和

后发酵陈茶（黑茶、普洱茶）有消食去滞、助

消化、提神等作用，这些茶性味平和，比较

适合大多数人群。

当然，喝什么茶除了要看体质之外，也

要看习惯。即使体质不太适合，但如果喜

欢喝某种茶，也可以少量、适当地喝一些。

喝茶也要与季节匹配。春夏两季，可

以喝绿茶和乌龙茶，能起到清热解暑的作

用。秋冬季节，适合喝红茶或普洱茶，这两

种茶是温热性质的，可以起到驱寒的作用。

以下四类人不宜喝茶：
1.身体虚弱之人不宜喝茶（特别是绿茶）。

对于患有胃溃疡的病人，茶叶中的茶碱会影响

胃酸分泌，影响溃疡愈合，从而加重病情。

2.便秘的人不宜饮茶。因为茶中的鞣

酸和咖啡因等物质能减少胃肠道消化液的

分泌，同时有收敛作用，减缓肠管蠕动进而

诱发便秘，长期便秘者饮茶需慎重。

3.儿童和孕产妇不宜喝茶。因为茶叶

中含有大量鞣酸，可能影响身体对钙、铁及

其他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可能影响胎儿

及儿童的生长发育。

4.正在服药的人不宜饮茶。茶叶中鞣

酸会与含多种金属离子或含生物碱的药物

在胃中结合生成难以溶化的化合物，服药

后若饮茶过多，会影响药物吸收。

（毕研霞）

茶非人人可饮 喝对了才养生

新 华 社 长 沙 11 月 26 日 电

（记者白田田）商家提供的赠品

出现质量问题，是否适用“三包

规定”？很多消费者对此并不了

解。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26 日

发布 2019 年第 5 号“消费提示”

强调：“赠品免费但不免责。”

“消费提示”称，经营者以消

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有偿服务

为条件提供的赠品、奖品或者免

费服务，应严把产品质量关，确

保所赠商品是按照国家相关标

准 生 产 的 合 格 产 品 ，不 得 设 置

“ 赠 品 免 费 所 以 免 责 ”等 条 款 。

赠品如果属于“三无”产品，消费

者要拒绝接受。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提醒，

消费者要注意保留证明所购商

品和赠品的凭证、宣传单据等，

作为事后维权的依据。如果发

现赠品存在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或者是“三无”产品、质量不合格

产品的，应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不 久 前 ，湖 南 长 沙 的 一 名

消 费 者 因 使 用 医 院 免 费 赠 送

的 劣 质 玻 璃 茶 壶 导 致 烫 伤 ，而

医 院 以“ 茶 壶 属 于 免 费 赠 送 ”

为 由 不 愿 担 责 。 湖 南 省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介 入 后 ，院 方 与 消 费

者 达 成 赔 偿 协 议 ，问 题 商 品 全

部召回。

湖南消委提示：

赠品免费但不免责

今年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定“国际消
除家庭暴力日”20周年的日子，我国出台
《反家庭暴力法》也已近4年。有关社区从
业者、法律人士和专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
细胞，而家庭暴力被视作“家庭癌症”，亟须
各地强化法律保障、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实
施细则，以法治之力消解家暴之痛。

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中，平

均每 10 人就有 3 至 4 人发生过跌

倒。老年人跌倒后果严重，不但

会引起活动受限、功能受损，也

是造成伤残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严重影响老人及其家人的

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

如何预防老年人跌倒？国

家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医院护师

刘莎向大家推荐“四部曲”：直面

跌倒说出来、运动康复动起来、

眼睛足部定时查、家居环境别落

下。

当老年人出现行动不稳、担

心跌倒时，应及时就医，配合医

生 寻 找 跌 倒 风 险 。 同 时 ，建 议

老人与医生和家人共同检查药

物 ，以 防 药 物 诱 发 跌 倒 。 一 些

降 血 压 药 物 ，可 能 会 导 致 老 人

改 变 体 位 时 感 到 头 晕 ，建 议 将

动 作 调 慢 ，可 有 效 预 防 跌 倒 。

例如，老人起床要讲究 3 个“30

秒”：醒来后赖床 30 秒；坐起后

静坐 30 秒；双腿垂于床边静坐

30 秒。

适当、定时的康复运动也能

帮 助 老 年 人 增 强 平 衡 力 ，防 止

跌倒。预防跌倒的锻炼方式大

致有 4 种，包括耐力练习（例如

散 步 或 游 泳）、力 量 练 习（例 如

举哑铃或引体向上）、柔韧性练

习（例 如 瑜 伽 或 舞 蹈）、平 衡 力

练习（例如太极拳）。要提醒老

人 的 是 ，所 有 运 动 都 要 遵 循 适

度原则，量力而行，不然反而会

造成损伤。

眼睛和足部问题是造成老

年人跌倒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

素。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眼部检查，及时解决眼部问

题 ，戴 适 合 自 己 的 老 花 镜 。 同

时，每年检查一次足部情况，穿

舒适、合脚的鞋子是预防跌倒的

基础。安全的鞋子的标准是鞋

带能紧紧固定住鞋子；鞋帮最好

高一些；鞋跟低平；鞋的中底材

料薄、结实，便于脚部感受地面

情况；鞋底要防滑。

我国老年人跌倒的情形中，

有 44%发生在家中。因此，改善

家居环境的安全程度，同样是预

防老年人跌倒的重要手段。客

厅里，家具不能阻挡过道，地板

要平整防滑，电线需收起固定，

避免设置小地毯等易绊倒人的

物品，沙发不宜过软。卧室里，

设置触手可及的夜灯，地板平整

防滑，床垫软硬适中，家具高度

适中。洗手间里，马桶旁要有扶

手，尽量不使用蹲厕，地面干燥，

铺防滑垫。厨房里，最好做到让

常用物品触手可及，尽量避免踩

凳子去够橱柜。楼道里，宽敞整

洁，光线充足，地面无杂物或凹

凸不平。

（任民）

老人防跌倒有个“四部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