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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 ，在 四 川 成 都 举 行 的

2024 全球熊猫伙伴大会上，由新华社国

家高端智库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

究中心共同撰写的《让世界读懂美丽中

国的“绿色密码”——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中国实践与世界贡献》智库报告

发布。报告全面深入阐释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展示了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制度保

障，让世界共享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中

国智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绿色密码”何

在？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科学指引。这一重要思想以其

深厚的人民情怀、文化情怀和天下情

怀，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

环境与民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凝结

着对发展人类文明、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的深邃思考，为建设美丽中国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共同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绿色密码”指引生态文明建

设的中国实践，既造福了中国，也造福了

世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光明之

路。一个天蓝、地绿、水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梦想，正一步一步成为现

实。绿色成为美丽中国的鲜明底色，绿

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中国“绿色密码”提供全球环境治

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思想启迪。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

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深刻指明生态文

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倡议国

际社会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

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

手合作应对，为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提

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绿色密码”助力共建清洁美

丽世界。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

世界会更好。中国不仅加强自身生态

文明建设，也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致力于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推进共建绿色“一

带一路”，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

家的合作，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将坚定不

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继续为全球绿色转

型提供重要动力，为保护地球家园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近期接连发生几起危害公共安全
的极端案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
极其恶劣。向无辜者发动暴力攻击，在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恶
行，应受到法律的严惩和舆论的谴责。

善恶是非之间，全社会的共同态
度坚定而鲜明：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法
治社会建设者，对这些暴力事件无论
怎样追根溯源，都不应偏离法律坐标，
对施暴者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
击。同时，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
解矛盾纠纷、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
严防发生极端案件，是摆在各地区和
有关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

要增强社会治理的“刚性”，防范
打击必须强之又强、硬之又硬。确保

极端暴力犯罪可防可控，充分利用新
技术新手段，强化各类风险信息全要
素采集，进一步织密立体化社会治安
防控网、筑牢防范极端案件防火墙，以
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作风，尽最大
努力把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消弭于萌芽
状态，制止在发案之前。

要提升社会治理的“柔性”，推动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往实里走、往深里
走、往心里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树牢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理
念，不断健全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全
周期管理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把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摆在突出位置，兼顾情理法，真正为

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确保人民群众的
矛盾纠纷有地说，有人管、管到底，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真正实
现矛盾纠纷处理案结、事了、人和，严
防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当前，我国每十万人命案发案数
为 0.46 起，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
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是“两大奇迹”
的创造者，也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主
力军，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只要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充分调动
社会参与积极性，健全党组织领导的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
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就一定能更好保障人民安居
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美丽中国“绿色密码”启迪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新华社记者 高敬 康锦谦

严惩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保障人民安全社会稳定
新华社记者 熊丰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
力 日 ，也 被 称 为 国 际 消 除 家 庭 暴 力
日。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
力的关注和重视，切实维护妇女、儿童
等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对施
暴者、潜在施暴者形成有力震慑，最高
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
发布了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

此次发布的 5 件案例，有的涉及
施暴者因不满对方起诉离婚预谋杀
人，有的聚焦因不堪忍受长期严重家
庭暴力而杀死施暴人的情况，有的展
示了受害者勇于向家庭暴力说“不”的
正向示范，充分反映了这类案件的复
杂面向。

由于案件起因、作案动机、具体
情境的不同，家庭暴力案件的确具有
较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相关处理也
不可一概而论。但越是复杂，越有必
要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入解析，厘清施
暴者的法律责任和相应惩处力度，为
受害者提供更加全面、充分、及时的保
障。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既彰显了
对家庭暴力零容忍的鲜明态度，也为
后续司法实践提供了指导意义。

梳理这些案例的基本案情和裁
判结果，可以清晰感受到宽严相济的
司法理念贯穿其中。在案例一中，被
告人谢某宇不仅时常殴打、辱骂妻子，
还因不满妻子起诉离婚而预谋报复杀

人，性质极其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据
此，法院明确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对其判处死刑。而在案例二中，被
告人赵某梅的行为虽构成故意杀人
罪，但考虑到其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身
心严重受损，不堪忍受愤而伤害、杀害
施暴者等因素，法院也依法认定其故
意杀人“情节较轻”，予以从宽处罚。
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原则，避免了简
单“一刀切”造成的不当误判，使相关
判决更加合理、有度。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还有针对
性地回应了社会常见的认知误区和受
害者顾虑。例如，一些施暴者误以为
酒后施暴可以被从轻处理，并借此为
自己的违法行为开脱。相关案例的法
院生效裁判明确，案发时是否处于醉
酒状态不影响其行为性质的认定，亦
不是从轻处罚的考量因素，有力堵上
了逃脱责任的“后门”。

现实中，还有不少受害者因“家
丑不可外扬”等陈旧观念，在遭受家暴
时羞于向外界寻求帮助，只是自己默
默隐忍；因担心孩子成长受到负面影
响，在切断“有毒”的婚姻关系时仍有
所犹疑；因害怕向外求助后不被重视，
被施暴者发现后遭到报复而失去勇
气；或因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对离婚
后的生活充满未知而难以抉择。

此次最高法联合全国妇联发布

的反家暴典型案例，不仅在法律层面
上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也在社会观
念和支持系统的完善层面提供了不少
借鉴和启示。比如在案例三中，被害
人丁某（女）因遭到家暴决意离婚，并
向当地妇联寻求帮助。当地妇联工作
人员在了解到家庭变故导致丁某之子
产生自卑、厌学情绪甚至轻生念头后，
帮助联系心理咨询师为其提供心理辅
导。经数次辅导后，其情绪得到缓解，
与母亲的关系也得以改善。

这也说明，孩子不该成为家暴受
害者放弃依法维权、默默忍受伤害的

“软肋”，只要处理得当，引导孩子真
正意识到家庭关系中的问题，看到受
害者的现实痛苦，就能帮助其解开心
结，学会尊重家长的理性选择。这一
案例中，丁某勇敢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向妇联求助、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和提起离婚诉讼等“教科书式”做
法，也为其他受害者积极运用法律武
器反抗家暴提供了正确示范。

我 国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明 确 指 出 ：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
庭的共同责任”。上述典型案例再次
说明，只有当反家暴的法律制度有效
发 力 ，社 会 各 环 节 的 支 持 体 系 更 加

“给力”，才能真正消除家庭暴力的生
存土壤，让受害者有底气、有能力向家
暴说“不”。 来源：中国青年报

给力的反家暴制度让受害者有底气说“不”
任冠青

近日，针对消费

者反映某些应用软

件不明链接跳转导

致的相关消费问题，

中消协发布提示，敦

促经营者切实落实

广告“一键关闭”，不

得无底线收集消费

者个人信息。

消 费 者 苦 弹 窗

链接久矣。不少人

网上冲浪时发现：一

不留神就点到了软

件下载；模糊提示用

户可升级服务，打开

后却是高价套餐续

费界面；说好的广告

“一键关闭”，可连跳

多次就是没有返回

选项；弹窗提示低价

的内容点击付费链

接后，页面却以较小

字体勾选了“将以正

常价格自动续费”……

这些不明链接跳转虽然形式

多样，但是侵权路径大同小异，都

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给消费

者带来很大困扰。

虽然，弹窗广告流量变现带

来的高额收益，几乎成为一些平

台商家的“立身之本”。因此，哪

怕用户再烦、相关部门三令五申，

也总有人要钻空子“跳一下”“转

两圈”。

该治一治那些恼人的弹窗链

接了，该打的“板子”必须狠狠打

下去，打实打痛。不管是大平台

还是小企业，屡教不改的，就要依

法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

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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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人“弹窗”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