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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婚姻登记条

例（修 订 草 案 征 求 意 见

稿）》（以下简称草案）在

民政部网站全文公布并

公 开 向 社 会 征 求 意 见 。

草案相比原条例，在登记

程 序 上 作 了 较 大 修 改 。

根据草案的规定，结婚登

记和离婚登记都不再需

要户口簿，也取消了过去

对登记的地域管辖的规

定。结合《民法典》，草案

新增了关于 30 天“离婚

冷静期”“婚前隐瞒重大

疾 病 可 撤 销 婚 姻 ”等 条

例。（8 月 15 日中新社）

此番修订草案变化

颇多，但详加梳理还是会

发现，其中的很多举措都

属于早有定论或早有铺

垫的。比如说，“离婚冷

静期”“婚前隐瞒重大疾

病可撤销婚姻”等条款，

在《民法典》中其实早有

规定，《婚姻登记条例（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此

次将之顺势纳入，体现了

立 法 的 一 致 性 和 系 统

性。与之相较，婚姻登记

“全国通办”“不再需要户

口簿”等原创性举措，或

许更值得关注。

需要厘清的是，《婚

姻登记条例》作为专门的法规，其“覆

盖面”实则比较狭窄。说到底，主要就

是为婚姻关系的建立或解除明确对应

的程序。鉴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此次修改会主要集中于“登记程序”

上了。

法定程序的设计，乃是基于法定

权利的安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

实语境下，程序的设计会对权利的实

现产生客观影响和微妙后果。因此优

化婚姻登记程序，就是为了确保婚姻

权利得到更充分保障。

“全国通办”“不再需要户口簿”，

其背后传递的信号清晰而明确，那就

是真正将婚姻还原为个人事务，将结

婚登记还原为个人权利。对此，可以

从两个维度理解：一是“公共影响”的

压减，“属地”的框不再成为恋爱男女

修成正果的阻碍；二是“家庭影响”的

收缩，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簿，领证

在很大意义上全凭新人们自己拿主

意，那么诸如“天价彩礼”之类的问题，

或许也就有了不一样的解决思路。

婚姻，理应是最纯粹、最美好的。

婚姻登记，理应是最小干预、最大便利

的。应该说，在技术层面，实行“婚姻登

记全国通办”早就条件具备。而今在多

轮试点、打磨成熟的基础上，将之正式

推出，实属顺势而为，合乎各方期待。

相信自此而后，婚姻登记更容易

了，可找到那个对的人，依然需要勇气

去开始、去经历、去成长，这才是“自己

的幸福稳稳握在自己手上”的含义。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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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安远县公安局 8 月 14 日通

报，8 月 2 日 14 时许，安远县公安局接

群众报警称其女儿杜某某被强奸。接

警后，公安机关立即组织警力开展调

查和案件侦办工作，于 8 月 4 日抓获犯

罪嫌疑人王某。目前，王某因涉嫌强

奸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8 月 15 日 央视网）

“14 岁少女遭训练营教官强奸后

跳楼”事件令人震惊。据荔枝新闻报

道，女孩的母亲说，女儿称在 7 月 11 日

至 15 日先后 3 次遭遇王某侵犯，王某

让女儿吃避孕药。8 月 2 日，母女前往

安远县公安局刑警队报案。8 月 3 日，

女孩坠楼身亡。

上述情况基本得到了证实。根

据安远县公安局 8 月 4 日晚 9 时出具

的《立案告知书》显示，姜睿涉嫌被强

奸一案，“经查，我局认为该案事实存

在，符合立案条件，已立案侦查。”该

局 8 月 14 日通报称，王某因涉嫌强奸

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在以体能训练和感恩教育为主

要的训练营中，居然发生教官多次强

奸 14 岁少女的情况，简直是禽兽所

为。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受害女生尝

试逃出训练营寻求报警，但被教官等

追回，还曾向生活老师讲述遭遇，寻求

帮助，但无果。也就是说，涉事教官之

所 以 得 逞 ，离 不 开 其 他 老 师 助 纣 为

虐。最终，受害女生因为心理无法承

受而坠楼身亡。

目前，涉事教官因涉嫌强奸罪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等到他的是法律的

严惩。但是，此恶劣的犯罪案件居然

发生，而且发生在训练营教官与未成

年女生之间，也应该引起人们足够重

视和深刻反思。

自从“双减”政策实施后，培训班

已经大量减少，而各种“训练营”则明

显增多。对于不少家长来说，暑假长

达两个月，除了带孩子出门旅游外，如

果不安排孩子去学点什么，多少感觉

“浪费时间”。于是，以体能训练、感

恩教育等为主题的训练营就犹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不少孩子纷纷“入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由于训

练营一般采取封闭教学的方式，而且

往往远离市区，远离家庭和父母。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监督、监管跟不上，

那么，就容易出现训练营教官侵犯孩

子的情况。而在现实生活中，训练营

缺乏管理和监督是普遍现象，导致训

练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真空地带”。

有关部门应该本着对家长和孩子负责

的态度，切实加强对训练营的监管，避

免悲剧重演。 来源：红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出要

把“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

作为大党必须解决的六个难题之一，

强调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

风。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指出，匡正

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

力，做到为干事者撑腰、为成事者鼓

劲，营造竞相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以组织担当激励干部担当，组织部门

应以实际行动培养信仰坚定、实干担

当、一身正气的干部，激励广大年轻干

部“干”字当头、“实”字为要、“勇”字

先行。

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

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

的好干部。衡量干部作风能力的标准

千条万条，政治标准始终是第一条。

组织部门应不断深化对选拔任用干部

突出政治标准的认识，严把政治关，坚

持以正确的政治标准选人用人。始终

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注重通过干

部一贯的表现考察其政治素质，提拔

重用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

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

干净担当的干部。

把选好人、用对人作为对干部最

有效最直接的激励，坚持“使用就是最

好的培养”，从对党忠诚的高度看待干

部是否担当作为，从精神状态、作风状

况、工作业绩全方面考察干部责任落

实情况，真正把那些政治过硬、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

优秀干部发现出来、重用起来，着力推

动形成干部把自己摆进工作、把责任

摆进心里的良好氛围，让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干部没市场、靠边站。

组织部门应牢记自身职责使命，

坚持严管就是最大的厚爱，以鲜明态

度，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

干事者撑腰，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

业的良好环境。准确把握“三个区分

开来”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容

的大胆容，该纠的及时纠，坚决不让

敢于担当、敢作敢为的干部受委屈、

背“包袱”。推动见人见事见思想见

作风具体化，常态化管理好干部、监督

好干部，紧盯关键人 、关键时 、关键

事，持续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坚持不懈

整治不正之风，始终构筑干部工作“硬

支撑”。 来源：青海日报

以组织担当激励干部担当
才让拉毛

别让训练营成为监管“真空地带”
李蓬国

巴黎奥运会上，18 岁的自由式小

轮车运动员邓雅文夺金后，头戴发簪，

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年轻人身穿汉

服，走在城市街头、旅游景点，成为一

道风景；传统服饰元素亮相中国国际

时装周、上海时装周等专业舞台，频频

引发关注。近年来，以中国传统服饰

为代表的“新中式”美学风靡一时，尤

其受到年轻一代的青睐。

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服饰不

仅是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的服饰制

度在周代就初步成形，自汉代以后则

作为“礼乐文化”的物化形式而不断变

化和发展。中国的历代服饰，包含了

天人合一、象天法地的人文观念，也是

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从秦

汉的质朴简洁到唐代的华贵典雅，从

宋代的儒雅清秀到清代的繁复之美，

形成了兼收并蓄、各美其美的中华服

饰文化体系，并且辐射影响了周边诸

多国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

一代的文化自信愈发强烈。他们积极

拥抱“新中式”美学，并在线上线下的

多种场景中，相互传递着文化认同和

文化自觉。据统计，“新中式穿搭”话

题在某短视频平台播放量超百亿次。

90 后女生设计出中国航天系列

主题汉服，展现对“硬核浪漫”的想

象 ；专 业 设 计 师 给 马 面 裙 装 上 了 拉

链 ，让 传 统 服 饰 更 好 融 入 现 代 生

活……文化内涵深厚的传统服饰，经

由 Z 世代的创新创造，焕发更加夺目

的 光 彩 ，并 吸 引 越 来 越 多 的 世 界 目

光。我曾在欧洲设计学院举办过一

场汉服主题讲座，身穿传统服饰的中

国留学生成为全场的焦点，引起欧洲

学生的好奇与兴趣。

对“新中式”美学的关注与认知，

也逐渐由表及里，走向对材质、细节、

历史的深入挖掘。在风格方面，既注

重保留中式美学共性，也注重传统美

学的当代呈现，根植于“中”，造型求

“新”；在款式造型方面，设计师既注

重对中国传统式样的借鉴和改造，也

注重将立领、斜襟、通袖、布纽等局部

造型与国际潮流相结合、相转换，巧妙

运用民族服饰的特色元素；在材料、色

彩和图案方面，不仅运用宋锦、香云纱

等传统丝绸品种，也化用中国特色纹

样图案，让传统之美成为国风新潮。

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

的。期待沉淀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

服饰，在 Z 世代的创新创造中，绽放新

的时代光彩，向世界讲述更加精彩的

中国故事。 来源：人民日报

年轻人为何爱上“新中式”美学
卞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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