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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3月9日电(张钰惠)3月8日，“两高”报告出炉。今年的最高法工作报告中，家庭暴力、彩礼纠纷等婚恋议题引发关注。


　　“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最高法工作报告中，引发社会广泛讨论的“牟林翰案”位列其中。据报告介绍，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杀，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


　　报告显示，2023年，最高法发布两批反家暴典型案例，对以“爱”之名家暴未成年人、离异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予以司法规制。明确恋爱、同居遭遇对方暴力，可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发出各类人身安全保护令5695份，同比增长41.5%。


　　今年全国两会上，家暴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翼城县北关小学教师李慧表示，家庭暴力并不是简单的“家务事”，更不是法律所不能及的“隐秘的角落”。检察机关支持家庭暴力受害者提起离婚诉讼或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并非介入普通的婚姻家庭纠纷，而是通过履行民事检察职能，表明反对家庭暴力的鲜明态度，既有利于引导家庭暴力受害者依法及时维权，也是通过法治手段有力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有效预防家庭暴力，我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增设检察公益诉讼条款，检察机关探索反家暴监督办案，通过能动履职激活反家暴治理机制。


　　“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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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留下合影。刘忠俊 摄


　　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到，针对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增多甚至引发恶性案件，最高法制发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明确禁止以彩礼为名索取财物，依法遏制高额彩礼。


　　今年2月1日，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结婚后“闪离”等情形彩礼纠纷如何处理加以明确。新规施行以来，多地适用新规对彩礼官司作出判决或调解。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也对彩礼问题建言献策。


　　由于高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的出现，农民群众在婚丧嫁娶中的人情、宴席、彩礼等支出负担明显增加。全国人大代表于莉提出建议，加强移风易俗日常监督，指导村级组织认真落实移风易俗相关措施，督促婚庆、殡葬等机构规范服务行为，及时纠正不正之风。


　　“作为一名农村基层书记，我深感农村通过普法移风易俗的重要性。”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靖江市新桥镇德胜中心村党委书记杨恒俊谈到一件在法院法庭调研时了解到的案件，该案是由高额彩礼引发的婚姻家事纠纷。案件办完后，法庭会同村委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一起商讨将婚嫁新俗写进村规民约。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大家听取了法庭的建议，在村规民约中新增一条“婚丧嫁娶新风尚，少收彩礼不铺张”，同时明确彩礼数额不超过3万元。


　　杨恒俊建议，法院要进一步加大普法进乡村的力度，通过普法移风易俗，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完)
 【编辑:曹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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