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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动自
行车交通事故导致
的死亡人数，在我
国道路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中上升最
快，每小时就有 1
名电动自行车骑行
者死亡。

总之，“40年被
打骂不准离婚”案
还须兼听则明。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是依法
治国的基本法则，
也应该成为公众的
法律信仰。

出台“护理假”
本身是进步，但是
如果政策的善意被
现实打了脸，“护理
假”成为“纸上福
利”也就没有意义
了。

漫画 陶小莫

左冲右突的外卖骑手，风风火火的上班
族，接娃心切的家长……当前，越来越多人加
入了电动自行车“大军”。这种新型交通工具
固然快捷、经济、环保，但其广泛使用也带来
巨大的道路安全隐患。专家呼吁：电动自行
车交通伤害逆势增长，“速度与激情”背后的
代价亟须引起重视。（12月13日《光明日报》）

据工信部统计，2019年我国电动自行车
产量达2707.7万辆，社会保有量近3亿，位居
世界第一。但电动自行车引发的道路交通事
故数量也在攀升，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名副其
实的新型“马路杀手”。目前，电动自行车交
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在我国道路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中上升最快，每小时就有1 名电
动自行车骑行者死亡。

究其原因，电动自行车致死伤率攀升，普
遍存在超速问题，而且，不戴头盔骑行，也是
导致死亡率攀升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显示，
颅脑损伤是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的最主要原
因，而在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
致死的比例更高，超过80%。这是因为一旦
发生碰撞事故，电动自行车使用者多是头部
先受撞击。

实际上，电动自行车流行，是近年来才兴
起的，算是一个新事物。然而，围绕电动自行
车的生产、销售、骑行等标准和规章却滞后，
这使电动自行车扮演“马路杀手”这个角色的
速度加快，给出行带来巨大隐患，已经到了非
治理不可的程度。

说穿了，电动自行车致死伤率攀升，原因
还是违反规定所致，其中，超速、不戴头盔就

是主因，因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执法，就能降低
死伤率。目前尚无国家层面的头盔统一标
准，虽然各地整治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力度
不断加大，但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普及率仍
然不高。如果电动自行车头盔写入国家立
法，无疑将降低事故的死伤率。立法时，对头
盔生产及销售标准、外卖快递等重点行业的
监管、相关保险以及头盔寄存等问题，也都需
要进行考虑并加以完善。

电动自行车的好处自不必多说，其给人
的生命财产带来的隐患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刻不容
缓的社会问题。采取一切措施，改变电动自
行车变“马路杀手”局面，不能再等了。

刘天放

不能放任电动自行车变“马路杀手”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一则离婚纠
纷判决书。南都记者查询发现，陕西省黄陵
县一名女子结婚近四十年后以夫妻感情破裂
为由诉至法院，称丈夫经常打骂而其忍气吞
声至三个子女均成家。法院认为该夫妇“应
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因琐事发生矛
盾”不足以导致情感彻底破裂，驳回该女子诉
讼请求。 （1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民法典实施在即，一些人认为“离婚冷静
期”给弱势一方带来更大痛苦而持反对态度，
这桩“40年被打骂不准离婚”的案子俨然是法
院要被家暴人“冷静”、错误判案的现实版本，
故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女子称被丈夫打骂四十年，只因为了照
顾年幼的子女，她多年一直忍气吞声。现两
人子女均已成年，并参加工作且成家，该女子
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现实生活中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受传统落后思想的
束缚，家暴受害人常常抱着“家丑不可外扬”
和“看在孩子面上”等消极观念一忍再忍，绝

大多数妇女都不会选择报警。使得中国的家
庭暴力几乎一直是不受社会干预和制约的私
人犯罪行为，各类家庭悲剧不断上演。现在
这位忍了 40 年的妇女终于想挣脱家暴的阴
影，法院却还在“劝和不劝离”，还要其“珍惜
来之不易的幸福晚年”，显得与本人愿望、网
友期许格格不入，所以很多人为这位妇女打
抱不平。

然而，必须注意到，这只是这位妇女的一
面之词，其丈夫杨某某坚决不同意离婚，其诉
称夫妻二人白手起家，且共同育有三个子
女。希望原告能够撤诉，再给其一次机会，也
就是说，“40年被打骂”是该妇女的激愤之语，
在丈夫眼里只是“因琐事发生矛盾”的口角或
玩笑，法官也认定二人不足以导致情感彻底
破裂，故驳回该女子诉讼请求。

该案备受关注，缘于有强烈的“家暴”色
彩，加上又是诉讼离婚，非协议离婚，不少网
友认为应该判离。实际上，依照法律规定，诉
讼离婚也是要经过调解阶段，法院在综合审
核相应的证据、证言等再做出决定，比如女子

称被丈夫打骂四十年是否报过案，有没有相
应的家暴证据、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法等等，要
知道，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双方初次起诉离
婚时，法院往往不准予双方离婚，而是给双方
一个缓解的机会。所以该案也只是循照常例
办理而已，众多网友不必在没有弄清楚情况
的前提下急于吐槽。

当然，需要看到，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一
直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在家庭暴力界定、举证
责任、受害人救济等方面，都亟待司法部门主
动出击，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细化和完善。

总之，“40年被打骂不准离婚”案还须兼
听则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依
法治国的基本法则，也应该成为公众的法律
信仰。现在面对着这个关注极高的案件以及
公众疑惑的目光，有关部门应该接受民众监
督并以案说法，案件的详情如何？判决的法
律依据是什么？公众的疑问对错几何？借此
给社会各方上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斯涵涵

“40年被打骂不准离婚”还须兼听则明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发
布会公布：《昆明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将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规定，老年
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其子女的用人单位应
当支持护理照料，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20
天、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10 天的护理时间，
护理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待
遇。 (12月13日《工人日报》）

昆明出台子女照顾父母的“护理假”，在
一片点赞声中，也出现一些怀疑的声音，重点
是，“护理假”能否落地？的确，“护理假”已经
有不少省份在实施，比如福建、湖北、广西、四
川等地。只不过有的省份只规定独生子女享
受“护理假”，昆明则是区分了独生子女和非
独生子女的天数。出台“护理假”本身是进
步，但是如果政策的善意被现实打了脸，“护
理假”成为“纸上福利”也就没有意义了。

能落地的“护理假”才有意义。如何才能
让所有的劳动者享受到“护理假”？其一，通
过宣传手段，让企业明白“护理假”的意义，让
企业能够自觉落实“护理假”。毕竟企业员工
在享受了“护理假”之后，只会对企业感恩，工
作也会更努力，这对于企业来说，并非只有坏
处没有益处。企业换一个角度看“护理假”，
也会给予“护理假”最大的支持；其二，要想所
有的企业很自觉地执行“护理假”，可能性不
大，这就需要监督管理。监管部门要能够及
时发现企业拒绝执行“护理假”，如果什么都
不知道，企业没有任何违法的成本，又如何能

够执行“护理假”？福
建规定，如果用人单
位不支付独生子女护
理 期 间 享 有 工 资 福
利，人社或有关部门
将责令限期给付。情
形严重的单位将被列
入 拖 欠 工 资“ 黑 名
单”，在招投标、市场
准入、融资授信等方
面都会受到约束，单
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
人在评先评优、职称
评定等方面也会受到
影响。海南省规定，
一旦独生子女在父母
因病住院申请该假遭
到用人单位拒绝时，
可以依法申请人社及
劳动部门介入协调；
其三，要给企业做减
法。企业执行“护理
假”，无疑增加了用工成本。职工请假所产生
的岗位空缺也会妨碍企业的正常运转，造成
企业经济发展受阻。这成本不能全让企业独
自承担。这需要通过减税等形式减轻企业负
担，这就需要配套措施，解决企业执行“护理
假”的后顾之忧；其四，还需要严惩一些职工
借“护理假”弄虚作假，打着休假的旗号去做
别的事情，一旦发现，要将其列入用工“黑名

单”。这也是增加企业执行“护理假”的信心
和底气。

老人生病，亲情是最好的陪伴，也是最好
的良药。让子女享受“护理假”是必由之路，
但落地生根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而不
仅仅只是出台一个规定就画上句号。同时，
最重要的是执行。最好的法律没有严格的执
行也是白费劲。 王军荣

规定“护理假”只是逗号而非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