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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标准陆续出台，
多地塑胶跑道陆续恢复建设

去年以来，上海、福建、山东等省市陆续出台了更为严
格的塑胶跑道建设标准，在这些标准中，例如“多环芳烃”

“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等以往国家标准中没有限制的有
害物质被列入“黑名单”。一些省份还在塑胶场地面层铺
设、验收等环节进行了规范。

据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院长裴祎荣介绍，目前
各地出台的标准不仅对原材料有所限制，对塑胶跑道的验
收和物业单位的后续保养等环节，也设置了严格的标准，可
以有效防止施工单位逃避责任，也让跑道的日常维护有了
参照依据。

专家认为，在新的国家标准尚未出台之际，地方标准能
够弥补标准的缺失问题。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高级工
程师汪逸安表示，目前塑胶跑道的建设和验收没有强制性
国家标准，现有的《GB／T14833—2011 合成材料跑道面
层》是推荐性国家标准，而各地新出台的地方标准，属于强
制性标准，能更有效地规范各地塑胶跑道建设。

随着各地地方标准的实施，部分之前陷入停工的校园
跑道建设陆续准备恢复施工。记者在济南官扎营小学看
到，该学校的塑胶跑道建设已完成基础施工，塑胶面层尚未
开始铺设，学校相关教师告诉记者，随着山东新标准的实
施，学校会积极准备，按照新标准要求施工方，在天气转暖
时重新开始建设。

成本增高，标准不一，行业仍处适应期
相关施工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各地新标准实施，

塑胶跑道建设在有害物质限制、施工工艺等方面提升明显，
也使施工成本有所上升。随着各地标准的出台，目前整个
市场还处在适应期。

山东东海集团总经理潘朝阳告诉记者，依照各省市新
出台的地方标准，企业在塑胶跑道建设上的成本要提高
35％左右，按有的省标准可能还要更高，高标准的原材料和

施工要求，让企业的压力相应增大。
采访中，多家相关企业人士表示，由于新的国

家标准尚未实施，各地地方标准并不统一，规范的
项目类别也有所差异，在工程投标竞标中，外地企
业由于参照标准不一，或对当地标准不了解，很难
与本地企业竞争，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情况。

业内人士分析，近些年来，随着中小学新建塑
胶跑道需求增大，塑胶跑道的原料生产供应商也
迅速增加，但市场却鱼目混杂。标准出台之后，
对技术不达标、无相关资质的供应商如何规范，
引导不合规企业转型升级，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
后续督导。

遏制“毒跑道”，
标准之外还需多措并举觅“良方”

相关企业建议，在施工成本提高后，对贫困地区中小学
应有适当资金支持。泰山体育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施工单位施工成本的提升，对于地处贫困地区或乡
村的中小学来说，建设经费上的负担会加重，相关部门应充
分考虑，给予适当的补贴。

有施工单位还表示，各省新标准的出台不应一成不变，
应根据施工工艺提升、技术手段提升等情况适时更新完善，
以指导相关企业更好地遵循标准。

专家认为，标准出台后的招标、施工、验收等一系列环
节需要教育、体育、质监、执法等多部门相互协作，推动标准
的落实。此外，针对贫困地区跑道建设资金负担重等问题，
有关部门也要统筹兼顾，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补贴，保证各地
塑胶跑道施工都能严格按标准执行。

山东省质监局标准化处处长郭大雷表示，地方标准的
出台，并不是一成不变，以山东为例，质监部门将对标准出
台后的效果进行跟踪监测，根据反馈的情况进行适当修订，
使出台的标准成为“活标准”，让标准发挥最大作用。

此外，有专家还建议，针对过去已建成的不符合标准的
塑胶跑道，也需要相关部门统筹考虑，做好对不合格跑道数
量的摸底，并按照新出台的标准适时启动改造、翻新。

家暴不再是私事
反家暴法实施后，法院可对申请人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

42岁的农村妇女张某接过丈夫死亡后的照片，突然嚎
啕大哭，照片滑落在地。就在不久前，因不堪忍受丈夫长期
家庭暴力，张某趁丈夫醉酒熟睡时将其杀害。而当时的场
面，不幸被张某10岁的女儿看在眼里。

实际上，像张某这样从受暴者成为极端施暴者的并非
个例，仅在2016年云南省楚雄州法院就先后审理了两起因
家庭暴力导致的杀夫案。

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李雪松介绍，近三年来云南省各级
法院审理各类家庭暴力案件700余件，呈现出案件数量总
体上升、案件类型较为集中、家暴形式多为人身伤害、受害
主体多为妇女、案件发生地多在农村等特点。

在楚雄张某杀夫案中，张某曾3次找妇联寻求帮助，但
妇联只调和他们的矛盾，“要离婚去法院”。她也曾两次因
家暴报警，一次警察并未出警，另一次出警后将张大嫂带到
宾馆居住，但并未惩处施暴的丈夫。而当她打电话向娘家
求助，娘家却“让她忍一忍”。她提出离婚，丈夫却又不同
意。张某几乎“避无可避、忍无可忍”。

“家庭暴力案件原来常被错误地当做婚姻家庭纠纷，没
有得到家庭和社会应有的重视，以致酿成悲剧。”云南省妇
联副主席农布央宗介绍，云南省妇联系统近三年的信访统
计显示，家庭暴力占信访量的22.2%。

不过，随着反家暴法的出台，类似案例在萌芽阶段得到
遏制已成为现实。云南省首家以家庭暴力防治与干预为核
心业务的社工服务机构——昆明市五华区明心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主任胡燕告诉记者，反家暴法出台后，明心社工进行
反家暴宣传时，发现公众不会再那么抗拒。“原来只有服务
中心周边两个比较熟悉的辖区派出所会给明心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转介个案，2016年，转介个案的派出所已经增加到
了4个。”

从主动求助的个案数量上看，2016 年更是增加了
54%。“不少求助者表示有了反家暴法，求助更有底气和勇

气了。以前被打了，大部分时候只能忍着，忍无可忍了才出
来求助，现在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求助；以前去求助的时候被
告知是家务事，现在越来越多警察会积极介入。”胡燕说。

执法层面有难度
执行主体不明确，取证有困难，法律知
晓度还不够

北京明航律师事务所戚连峰律师最关注的是反家暴法
的可操作性。“法律到了操作环节，全都是细节。以人身安
全保护令为例，到底是该由公安机关来执行还是法院执行
庭来执行？按照法律规定，两者都有执行义务，但又不是唯
一义务主体，这样就比较容易造成推诿。”

实际上，针对法律规定不够细化的问题，云南省高院和
云南省妇联已经联合出台《云南省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
令制度实施办法》，不仅明确“离婚、同居关系终止、解除或
者终止监护关系后仍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
适用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
体为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当事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
的公安机关、居（村）民委员会等相关单位有协助执行义务。

不过，真要启动人身安全保护令仍然并非易事。“突发
性和隐蔽性导致家庭暴力取证困难，这让施暴者更加有恃
无恐，受暴者不得不继续承受暴力的折磨。”胡燕说。

“家庭暴力不像我们消费和开车，相对而言仍然是低频
次的事件，现在不管执法者还是普通民众，知晓度还很不
够。”北京市汇融律师事务所王松律师认为，目前对反家暴
法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
的一部法律，即便是反家暴法中最关键的救济力量——基
层的执法人员，不少人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反家庭暴力
法具体条文也都很陌生。

发挥作用任重道远
各地应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搭建反家暴
综合防治网络

戚连峰建议，落实反家暴法必须双管齐下，既要加大宣
传力度，增强受害者维权意识，让施暴者及时受到法律处
罚；又要完善法院、公安、妇联等单位的沟通协调机制，提高
执法力度，“该保护的一定要及时保护，该处罚的一定要严
格依法处罚。”

戚连峰认为，“反家暴法在举证责任、离异之后还能否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如何
界定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细化。目前反家暴法仅仅实施
了一年，暴露出一部分问题，但暴露的又不够充分，因此
不建议着急修改法律或者出台法律实施细则，但可以就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前期调研，鼓励各省市出台具体实
施细则。”

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反家暴法另一创举就是规定建
设家庭暴力庇护所。自2012年以来，云南省各级已建立家
暴庇护所约300个。不过单纯依托民政部门救助站建设庇
护所却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进入救助站需要上交物
品，且时限相对短，但是不少受家暴女性需要照顾孩子、工
作，如今云南省妇联与我们中心联合建立了云南首个隐蔽
型家庭暴力庇护所，申请者带上自己穿的衣物即可入住，过
去一年共为8人提供累计129天时间的庇护。”胡燕说。

而在云南省妇联协调下，一个反家暴综合防治网络正
逐渐搭建。协调公安机关在部分基层派出所建立家庭暴力
投诉站（点），配合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等部门建立妇女儿
童救助站，并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层层建立妇女法律援助机
构。目前，云南省已初步建立起一支覆盖省州两级的婚姻
调解专业化队伍。

王松表示，要形成反家暴合力，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
的过程，特别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法律实施一周年，维权意识待提高，操作层面存难点

反家暴，法律咋撑腰
《人民日报》杨文明 李茂颖

去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如今反家暴法施行已逾一年，反家暴法
在贯彻实施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为家暴防治工作带来了哪些改变？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
完善？请看记者在云南的实地调查。

供应需求增大，市场鱼目混杂

根治“毒跑道”，标准之外还需“良方”
新华社 邵鲁文

近日，如何防止校园“毒跑道”再次引起社会关
注。去年以来，全国多个省市陆续出台规范塑胶跑道
建设的地方标准，这些标准对塑胶跑道建设有何影
响？根治“毒跑道”还需要哪些措施？记者为此进行
了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