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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炎成 胡东平

2022 年初，北京一栋居民楼里，
一个醉酒男子故意打开了家中厨房的
液化气罐出气阀。

男子情绪激动，手拿着打火机，
对女友嚷嚷道：“你要是跟我分手，
我就把液化气点了！”女友劝说无果
后报警。

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 。 住 客 疏 散 完 毕 后 ， 民 警 破 门 而
入，将男子控制。后经北京市海淀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该男子因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近期，有多起因为分手产生严重
后果的案件曝光——“广东男子用私
密 视 频 敲 诈 前 女 友 ， 获 刑 八 个 月 ”

“云南男子分手后纠缠前女友，殴打
女方并砸车被行拘 14日”……

目前，关于分手暴力案件，尚没
有全国性的调查统计数据。因为法律
层面上并没有对分手暴力作出单独界
定，只作为一般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
件处理，而且分手暴力案件中当事人
寻求公权力介入的也不多。但记者采
访调查发现，多地检察机关近年办理
的分手暴力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要么和好，要么死，面对分手
暴 力 ，‘ 感 谢 前 夫 、 前 男 友 不 杀 之
恩’看似一句网络热梗，其中潜在的
社会危险实在是不容轻视。”全国人
大代表、河北齐心律师事务所主任齐
秀敏表示。

“分手暴力”怎么定义

对于分手暴力，西南财经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反歧视法研究中心主任
何霞认为可以参考相关规定，作一个
性别中立的定义：“在终止恋爱关系
或离婚之后，一方对另一方施加身体
暴力、威胁、恐吓或者纠缠、骚扰，
或泄露、传播另一方的隐私和个人信
息，以实现控制对方、恢复关系或者
进行报复为目的的行为。”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检察院检察
官助理谢煜在过去 3 年里共协助检察
官办理了 10 余起因为分手引发的案
件，被害人以女性居多。河南省灵宝
市检察院检察官范欣在过去一年办理
了 3 件与分手暴力相关的案件，性质
都比较恶劣，犯罪嫌疑人均涉嫌故意
杀人罪，有的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实
施暴力。

据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调
查统计，自 2021 年初至今，该院共办
理了 35 起分手暴力相关的案件，其中
因男女朋友分手而引发的案件有 24
起，被害人为女性的比例为 75%，涉
及罪名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和放火罪。

据了解，在该类案件中，“以裸
照威胁被害人”的案件在增加。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赵
文 一 就 办 理 过 一 起 与 裸 照 相 关 的 敲
诈勒索案。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裸
照要挟女方继续同他保持男女朋友关
系。“恋爱中情侣拍摄的亲密照片如
果 成 为 男 方 用 来 威 胁 的 把 柄 ， 女 方
想结束恋爱关系会变得很无力。”赵
文一说。

而有时候，“把柄”甚至都不需
要是真实的照片或视频。在安徽省祁
门 县 检 察 院 办 理 的 一 起 寻 衅 滋 事 案
中，犯罪嫌疑人为与被害人复合，非
法入侵被害人家中，还捏造被害人私
生活混乱的事实，并将侮辱信贴在被
害人家附近的电线杆上。

齐秀敏表示：“现在的分手暴力
不再单纯是肢体暴力，还包括在网络
平台曝光隐私、信息骚扰等新的暴力
形式。”

为何选择暴力挽回感情

为什么犯罪嫌疑人会选择用暴力
来挽回破裂的感情？

齐秀敏认为，产生分手暴力的原
因多种多样，有些是因为当事人面临
感情上的失落和创伤，自身的情绪调
节能力比较差，从而产生暴力倾向；有
些是因为双方在交往期间财物混用，
分手时想计算却算不清；还有一些是
一方怀疑另一方或确实发现另一方在
交往期间有其他的交往对象，继而发
生矛盾。

谢煜发现，很多时候施暴者有赌
博、酗酒的恶习，又很依赖另一方对
自己的照顾，分手时只想到用暴力去
挽留对方。

萧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李静曾办理
过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同女友的日
常相处中经常有言语、肢体暴力。当
女 方 提 出 分 手 时 ， 他 将 对 方 拘 禁 起
来，进行殴打、强奸。当犯罪嫌疑人
发 现 女 方 向 亲 友 求 救 时 ， 他 丧 失 理
智，拿刀捅向女方。

范欣办理的分手暴力案件多数和
经济纠纷有关。“有的是被害人觉得
对方无法再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提
出分手后遭到对方报复；有的是犯罪
嫌疑人觉得自己为对方付出了很多，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遂有了报复心
理。犯罪行为虽然发生得突然，却有
迹可循。”范欣说。

除了肢体暴力，言语暴力也是很
多犯罪嫌疑人会采取的暴力形式。在
赵文一参与办理的一起诈骗案中，犯
罪嫌疑人哄骗女方的钱财后，提出分
手并失联。赵文一在审查聊天记录和
短信时发现，这名犯罪嫌疑人很擅长

“画大饼”和精神操控。例如，当女
方表示实在给不出钱时，犯罪嫌疑人
便指责她说：“你是不是功利心比较
重？”

何霞认为，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
言语暴力，其本质都是控制。对施暴
者来说，分手意味着失去掌控，因此
他们企图通过施加暴力重新获得控制
地位。

赵文一在办案中观察到，分手暴
力是逐步升级的。在一起故意伤害案
中，犯罪嫌疑人觉得女友在外穿着比
较暴露，就一拳打在女友脸上，致使
女友鼻骨粉碎性骨折。这并不是被害
人第一次被打，犯罪嫌疑人每次施暴
后都表示忏悔，有时还痛哭流涕，取
得被害人的谅解。然而，此后暴力行
为仍在继续。

谢煜认为，一些人对暴力行为的
认识不够，仅仅将它归结为一种感情
纠纷或者家庭纠纷，而忽视了暴力行
为的严重性。受害者在第一次暴力行

为发生时也没有足够重视，任由暴力
步 步 升 级 ， 直 至 身 心 健 康 被 严 重 损
害。

为什么有些受害者不寻求公权力
的介入？何霞列举了几个原因：“第
一，受害者要考虑安全问题和生活问
题。他们觉得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可能得不到保障，还担心自身经济状
况能否支撑生活、能否自立等。第二
是对亲密关系心存留恋，以及对于公
开亲密关系有羞耻感。第三是受害者
对公权力介入的效果信心不足。现在
司法机关在处理家庭暴力、分手暴力
时，还面临着认定标准不够明确，证
据标准、举证责任还需进一步细化等
问题。”

让受害者有底气、有能力走出来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因
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
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 6 个月，自
作出之日起生效。

2023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一大亮点便
是 扩 大 了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的 适 用 范
围。其中第 29 条提出，禁止以恋爱、交
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
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
私和个人信息。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
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些保护措施，已经在检察机关
工作中有了体现。在河南省洛阳市老
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支持起诉案中，女子提出分手
后仍遭到前男友侮辱殴打。最终，在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下，老城区法院发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被申请
人对申请人实施暴力；禁止被申请人
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相关近亲
属。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
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雷明
光认为，这加强了婚恋交友关系中对
妇女权益的保障。

雷明光介绍，根据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 77 条规定，如果分手暴力侵害妇
女合法权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
损害妇女人格，或者严重侵害妇女权
益的情形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
公益诉讼。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 《关于贯彻实施
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 法〉 切 实 保 障 妇 女 权 益 的 通 知》

（下称 《通知》），从检察机关依法做
好支持起诉、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
察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对检察机关
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提出具体要求。

除了依法支持起诉，检察机关在
事中、事后阶段也在提供相应的法律
支持与救助。《通知》 明确，检察机
关应依法妥善办理涉家庭暴力或者婚
恋因素的虐待、故意伤害、故意杀人
等犯罪；主动适应新时代对妇女名誉
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保护
的新要求，对于利用信息网络侮辱、
诽谤妇女的，准确研判情节的严重程
度和社会影响的恶劣程度，对于符合
刑法第 246 条第 2 款“严重危害社会
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可以按公诉程
序依法追诉。

《通知》 还强调，检察机关要在
案件办理过程中积极为因案致困妇女
提供救助帮扶，保障符合条件的妇女
及时获得司法救助。

在不断严密的法律保护网下，分
手暴力受害者更懂用法律武器保护自
己，也更有勇气、底气走出阴霾。

分手，不是施暴的理由
专家认为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新规定需用足法律手段

现在，对于家庭暴力和分手暴力，公众意识已经有了不小的
改变。家庭暴力和分手暴力从最开始大家都认为的家务事或私
事，成为现在周知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受害者也应增强自救意识。如果不幸遭遇分手暴力，首先要
明确一个问题：遇到暴力不是我的错，自己的任何不足都不能成
为遭受暴力的理由，不要把伤害正当化。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应当积极寻求妇联、居委会、司法机关的帮助和支持，同时留好聊
天记录、通话录音、伤情诊断证明等证据，有利于后续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益。

我们呼吁反对分手暴力，打击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完全“抛
弃”施暴者，我们反对的是暴力行为。目前，我国也有专门针对施
暴者的心理干预，对待这些人，我们不仅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
惩罚，还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心理矫正，努力改变他们的认识，从
根源上消除暴力心理和行为。

现在，全社会对分手暴力的认知和关注度都在不断提高，希
望相关法律法规能被充分运用，更多存在于隐秘角落的分手暴力
犯罪被发现、处理；希望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全面保
障，要逐步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为受害者提供及时的
帮助和支持。期待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
分手暴力问题的合理合法解决，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

推动合理合法解决分手暴力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怡廷 通讯员曾甜甜 柯美中） 父母都期盼儿女能有一份体
面、稳定的工作，不少家长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花钱“买岗位”。这样急
切的父母成功吸引了犯罪分子的目光。尹某就以“有背景”“有关系”可以安排工作
为幌子，伙同其父亲骗取了巨额钱财。近日，湖北省阳新县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
罪对尹某提起公诉。

“儿子去年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高不成低不就，我真是太着急了！”2022 年 2
月，因儿子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焦虑的李先生四处打听招聘信息。偶
然在一次聚餐时，李先生听说尹某父子可以帮他人安排工作，便立马找到尹某的父
亲了解相关情况。

在随后的接触中，李先生逐步了解到，尹某在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从
事人事工作，只要舍得花点“费用”，尹某就可以帮忙安排笔试、面试，让孩子正式入
职该局。

因尹某的父亲介绍得天花乱坠，急于为儿子找份好工作的李先生很快便相信
了他的一番说辞，并陆续给对方转账 30 余万元用于培训、打点等。在听说朋友儿
子的工作已经落实后，李先生更加深信不疑，又陆续向尹某父子转账 20 余万元，前
后共计花费 58万元。

“事情过了几个月都没有进展，我心里着急，但尹某父子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
搪塞，后来干脆失联。”意识到被骗的李先生随即报警，至此案发。

经查，尹某今年 25 岁，于 2020 年底考入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其父亲
原来也是该集团的职工。据尹某交代，为了骗取被害人信任，他和父亲租赁了高档
小区给被害人暂住，还伪造了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劳动合同、人事任免
通知，组织虚假的笔试、面试，并且雇了一个司机专门接送被害人，以此来保持“有背
景”“有关系”的人设。按照以上套路，尹某父子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家长们的信任。

2020 年底至 2022 年 7 月间，尹某父子陆续骗取了 14 名被害人共计 400 余万
元。在收到被害人的现金、转账后，尹某父子多用于赌博、吃喝旅游、购买奢侈品，
大肆挥霍。

案件移送阳新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该院检察官审查了全部案卷，进一步查实
尹某所谓的“有背景”“有关系”等纯属虚构。结合案件事实，该院认为，尹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后用于个人挥霍，数额
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阳新县检察院遂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
尹某提起公诉。

由于尹某的父亲在被害人报案之前已经潜逃，承办检察官在本案审查逮捕阶
段就对尹某的父亲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其抓捕中。

谎称找工作有门路
父子设计一条龙骗局

记者手记

图片来源：摄图网

□柴春元

连日来，北京持续高温天
气。为了给高温下的户外工

作者们消暑降温，在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多家社会单位、企业自发参
与，形成了一个“5 分钟清凉圈”。不少外卖员送完午餐纷纷来到“爱
心清凉点”，领取免费的矿泉水和绿豆汤（据 7月 3日央视网）。

酷暑之下，这则新闻让人深受感动，感动之余又不免生出两点疑
问：第一，这是当地 8 家单位、企业自发自愿的爱心之举，那么，爱护酷
暑中奔波的骑手们，有没有人对此负有法定义务？第二，北京今年六
月份的高温已创数十年来同期之最，这仅有“5 分钟”的“清凉圈”，是
否足以保障骑手们的健康和安全？

对高温下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
门 2012 年联合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日最高气
温达到 40℃以上时，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达到 37℃以上、40℃
以下时，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 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遗憾的是，在日最高气温屡次突破 40℃的这个夏天，很多骑手依
然在街上奔波着。当然，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工作不是一直在室外，
他们也有进楼送货送餐的时候。但在街上骑行无疑属于室外作业，而
且车上有货、衣着较多，中暑等风险也着实不低。难道《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与他们无关？

问题的症结，可能还在骑手们的“劳动者”身份上。无论在宪法还
是常识层面，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都属于劳动者，这毋庸置疑。但在劳
动法意义上，“劳动者”是与“用人单位”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没有明确
的用人单位，劳动权益保护往往就很难落实。如《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就是通过压实用人单位责任来保障劳动者得到“防暑降温”
的。与快递或外卖平台签约的骑手们，与平台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
系？目前还存在不同观点，这就导致了骑手们酷暑作业却少有相关单
位出来呵护的怪现象。

平台经济之下，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确面临许多新问题。
但发展经济需以人为本，无论如何，相关争论都不应成为骑手们奔波
在烈日下却无人问津的理由。从目前的情况看，保障骑手等平台劳动
者享受到国家的防暑降温政策，有关用人平台应当尽到主体责任。首
先，平台对劳动者应承担相关的劳动保障责任，这在当前已成主流认
知。如 2021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快递
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
保障快递员合理劳动报酬、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等要求；2021
年 8 月，厦门市工会发出的一份《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对外卖平台提
出要求：外卖员连续送单超过 4 小时后系统停止派单 20 分钟；建设外
卖送餐员临时驻留点，提供必要的饮水、休息、充电等设施。同时，为
劳动者搭建“清凉圈”，平台有这个条件。天气预报是公共资讯，平台
可随时掌握，而骑手们的接单时间、连续工作时间等事项，平台完全可
以通过其系统设置，避免劳动者连续高温作业。

时令尚未入伏，高温还会出现。对于骑手们来说，“敢休息”“歇得
起”，才是他们最好的“清凉圈”。期待平台切实担起主体责任，有关部
门切实担起监管责任，将这样的“清凉圈”早点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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