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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东

　　4月，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玉池

村，农田里一片繁忙。

　　耕作之余，全国人大代表马慧娟给乡亲们

宣讲全国人大会议精神。

　　从北京回来后，马慧娟马不停蹄地将全国

人大会议精神第一时间传达到乡村和城市社

区，短短一个月，已宣讲15场。

　　《法治日报》记者走进设在玉池村的马慧

娟工作室。走廊里，一帧帧照片，真实记录了马

慧娟在固原市泾源县黄花乡移民搬迁前的家。

　　“吃水要下到山沟里挑，没有梯田全是坡

地，存不住水，一年收成全靠天吃饭。全村只有

十几户人家，山大沟深，出行只能靠毛驴，穷得

很。”玉池村党支部书记姚存贵向记者介绍。

　　去年，马慧娟出版《走出黑眼湾》一书，描

述了童年记忆里无法忘却的饥饿和贫困：“黑

眼湾的女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娃吃顿饱饭，也是

穷尽所有的思路，切洋芋籽的时候偷着揣两个

洋芋，筛麦种子时抓两把麦子回家，路上挖一

把野菜，山上薅几根白蒿。各种心思用尽，也只

能勉强拉扯孩子活命。”

　　“黑眼”，宁夏方言，意思是没有指望。

　　黑眼湾，是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一个小

得不能再小的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土地贫瘠、生态恶化、交通

闭塞。过去30多年里，在国家易地搬迁和扶贫政策的扶持下，十几

户人家经过三次搬迁，彻底走出黑眼湾，诀别过往、寻找出路、迎

接希望。

　　2014年，结婚不久的马慧娟随丈夫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

地区移民搬迁到红寺堡，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她以手机作“笔”，十

年间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了上百万字，记录下易地扶贫搬迁历

程中的感人故事。为啥用手机？和别的农村妇女一样，马慧娟干农

活、做家务，平时也挺忙。手机随身携带，方便她忙里偷闲来打字。

积少成多，在手机上，马慧娟居然敲出了上百万字，成了人们口中

的“拇指作家”。

　　“我的故事不是传奇，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的体现。”马慧娟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贫困群众一起改天换地、

成就梦想。红寺堡，闽宁镇，宁夏每一个移民搬迁地区，每个人，每个

家庭，都在书写翻天覆地的传奇故事。而她，将身边普普通通的人的

变化写进了新书《出路》。

　　翻开马慧娟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她走村入户调研时

搜集到的民情民意。

　　今年是马慧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6年，履职以来，她始终扎

根基层、关注基层，记录基层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念所盼，为父老乡亲

代言、为地方发展建言。先后提交了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成年人文化

教育、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等建议意见。

　　在玉池村，乡亲们不光埋头发展生产，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村

里有从全国到乡镇的五级层面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这个

小小的移民村和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慧娟走访老辈人时，不少人都盼望着罗山有朝一日能恢复“一

年七十二场巡山雨”的气象奇观。去年，吴忠市又启动了罗山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充分听取政情民意后，马慧娟在去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提交了《关于加强罗山生态保护修复的建议》：国家应给予环罗山周

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相关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为宁夏中部干

旱带群众撑起生态“保护伞”，切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前夕，马慧娟再次来到红寺堡朱庄子移民旧

址保护区。看着眼前熟悉的窑洞、农用工具，她说：“这些老物件早已

经过时了，但这是我们生命中不能忘却的一段历史。来这里看看、转

转，能勾起对儿时的回忆，让人不由感叹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今年我的建议为《将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创建为全国移民文化

基地》。建议批复红寺堡区创建国家级易地搬迁移民致富提升示范

区，提升创建的标准和质量，继续蹚出一条易地搬迁移民安置区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新

路子。相关部委将宁夏红寺堡区作为易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联系点，

给予更多发展的关注和政策的倾斜，推动红寺堡区更好更快创建成

为全国易地搬迁移民致富示范区。”

　　虽不生于红寺堡区，但马慧娟已和这片年轻的移民开发地融

为一体：“作为一名农民，我很有幸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

走进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只有走近、了解、参

与一个制度体系，才能知道制度体系的优越性、先进性，越走近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越能感受到其生命力、创造力和发展力，也能体

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厚度、宽度和深

度。我离开家乡来北京参会时，大家说，因为党的好政策，红寺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很骄傲。我想说，感谢这样的制度，

感谢这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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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你若记得，他便无悔。”

　　4月3日至7日，《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英雄烈士保护法调研组在闽西、赣

南地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研。一路走来，记者深

刻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是革命先烈用热血

铸就的。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总有无数可

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挺身而出、慷慨前行。正是因

为有了革命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换来了如今的岁

月静好。

　　4月4日，调研组一行来到著名的松毛岭战役

发生地。松毛岭因满山遍野长满松树而得名，是

福建武夷山脉南部的一个重要支脉。1934年9月，

历时一个月的松毛岭保卫战，也是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前在中央苏区福建的最后一战。在第五次

“反围剿”最危急的关头，1934年9月23日至30日，

红九军团和红24师共一万多人抵御国民党10万

大军，用鲜血和生命守卫着阵地。经过七天七夜

的浴血奋战，最终以伤亡过半、超过6000人的巨

大代价为长征赢得了生死攸关的宝贵时间。

　　松毛岭战役中有很多无名英雄抛尸荒野，尸

骨无存。而很多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英烈就像松毛

岭牺牲的先烈一样，大多数都无名也无碑。据不完

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英烈达2100多万人，

全国有名可查和家属享受优抚待遇的烈士只有370

多万人。由于战争、历史条件等原因，大多数英烈

都未能留下姓名，现在也无从考证。还有很多无名

烈士墓没有找到亲人，很多烈士也只知名字，资料

事迹都无从知晓。

　　英雄从未远去，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国家和

人民永远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

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

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加强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的宣传、教育，维护英雄烈士尊严和合法权益。”

“全社会都应当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

英雄烈士保护法专门规定了一些条款。

　　如今，这些内容都已化为社会生活日常。调研

期间，恰逢清明节。不管是在闽西，还是在赣南，记

者所到之处都在组织开展多种祭奠英烈活动，烈

士陵园献花、追思英雄、缅怀烈士。

　　伴随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各地不断加强对

英雄烈士的保护，将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

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相

关部门积极履行法定责任，在开展英雄烈士抚

恤、规划建设纪念设施、加强英雄烈士事迹和精

神的宣传教育、依法监督管理有关网络信息等方

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构建完善的英雄烈士保护

监管体系。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

民族。贯彻落实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国家立法的

意志尊崇英雄、捍卫历史、缅怀先烈，是对英烈精

神、民族精神的最好继承。英雄烈士的名字，永久

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英雄烈士的精神，永

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无论时间过去多么久远，

先烈的英名和功绩都将永世长存！

他们的名字无从得知 他们的功勋永远被铭记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文/图

　　“昨天你用生命捍卫我们，今天我们用法律

保护你。”

　　五年前，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法律通过的第二天，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部分同志在法工委副主任许安标的带领

下，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告慰先烈。

　　五年后，清明时节，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即将

满五周年的日子里，《法治日报》记者跟随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英雄烈士保护法调研组一行前往

闽西、赣南地区了解这部法律的实施情况。

　　5天时间里，调研组前往福建龙岩古田会议

旧址、松毛岭战地遗址、“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复

村、瞿秋白烈士纪念馆、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中

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红井革命旧址群、“二

苏大”旧址、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史陈列馆、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等多地，寻

访英烈足迹，缅怀革命先烈。

　　随着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施行，一个个法律条

文转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落地举措，真正发挥了

法律的指引和规范作用———

　　近五年来，英雄烈士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崇尚

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

　　近五年来，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修缮力度持续

加强，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广为传颂，烈士遗属优

待抚恤不断落细落实。

　　近五年来，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等得到法律强

有力的保护，尊崇英雄、捍卫英雄成为社会共识和

行为自觉。

让每一位英烈都被铭记

让每一缕思念都能安放

　　4月4日下午，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福建省长

汀县的松毛岭战役纪念地，向松毛岭战斗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束，鞠躬致敬。

　　山河已无恙，英雄归故里。站在纪念碑前远

眺，掩映在郁郁葱葱山林之间的村庄清晰可见。

　　“纪念碑朝着的正是当年乡亲们长征出发的

方向，这也是蕴意没有回来的亲人们能魂归故

里。”60岁的义务讲解员钟鸣，是被誉为“红军长征

第一村”的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人，他有6位亲人

都是红军烈士。老人家从1983年开始业余义务讲解

红色文化，2015年开始专职中复村红色文化讲解。

　　松毛岭战役中，很多红军战士包括闽西各县

地方武装的战士和普通的支前民工牺牲在这里。

“这些人不要说名字，就连人数都没有留得清楚。

很多烈士的遗骸一直遗留在青山之中，直至新中

国成立后才被安葬。”钟鸣说。

　　让无名者“有名”，是告慰英烈、关心烈属的重要

方式之一。近年来，各地深入开展关心关爱烈属工

作，进一步强化烈属服务保障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优

待政策。福建省在全国率先建立部门合力、社会接

力、平台助力的“三力”寻亲工作机制，开展“为烈士

寻亲、为烈士立传”活动，近两年来成功为536名烈士

找到亲属。江西省从2021年开始持续开展“替烈士

看爹娘、为烈属办实事”活动和“革命英烈后代关

爱行动”，深入全省近4万名烈士家庭走访慰问，做

到一户不漏，共发放慰问金（慰问品）3150多万元，

为烈属办实事好事8546件。

　　调研中，对于烈属抚恤制度，地方提出了完善

建议。江西省赣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朱钦军说，由于目前享受定期抚恤优待的烈士

遗属必须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或者收入水

平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的烈士父母、抚养

人、配偶或者60周岁以上的老年烈士子女，不符合

条件的烈士遗属不在政策享受范围。建议进一步

拓宽烈士遗属抚恤优待享受范围，在全社会营造

崇尚英雄、关爱英烈的浓厚氛围。

健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营造尊崇英雄良好氛围

　　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各地相继出台加

强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门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江西省从法规制度入手，统筹谋划、压实

责任，不断完善政策制度、健全体制机制。”江西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雍介绍说，2018年9

月，《江西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施行，江西成为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后全国率先

出台相关政府规章的省份。近年来，江西省还先

后制定和修订了《江西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

《江西省英雄模范褒奖办法》《江西省军人军属

权益保障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2022

年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若干举

措》，初步建立了规范完整、具有江西特色的英

烈保护政策法规体系。

　　这些地方性法规与国家立法形成整体合力，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营造了缅怀英烈、尊崇英雄的良好

社会氛围。

触摸革命历史温度厚度

在纪念馆“见人见事见精神”

　　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各地统筹烈士纪

念设施规划建设，发挥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主

阵地作用。越来越多革命遗迹、烈士陵园等成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尤其是在党史学习教育期间，全

国各地追寻英烈足迹、学习英烈事迹蔚然成风。

　　近年来，福建省在全国首创“两分一统”（分类

整修、分级负责、统一数字化管理）的长效管护机

制，解决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建好

管好用好烈士纪念设施，扎实推进全省烈士纪念

设施提质改造，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良好社会效

果。江西实施的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工程，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对革命文

物进行集中连片保护，带动红色文旅发展、提升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了民生。这两个片区都起到

了示范引领作用。

　　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后，检察机关依法履

职。比如，江西省瑞金市检察院共办理英烈设施

及红色保护等新领域公益诉讼案件20件，其中，

黄柏乡菱角山烈士陵园公益诉讼案是赣州检察

机关首例英烈设施保护公益诉讼案。人民会场

革命烈士纪念塔公益诉讼案被评为“全国检察

新媒体应用案例二十强”。又如，龙岩市检察机

关共立案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公益诉讼案件68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9件、诉前磋商35件，督

促修复受损红色文化遗存59处，督促规划修缮

方案20个、完善标识牌75处。

　　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纪

念设施还存在管理体制不顺、建设不规范、过度

开放以及人为或自然因素破坏纪念设施周边环

境和本体等问题。”龙岩市博物馆馆长吴锡超建

议，加强保护宣传工作，构建扎实有效的纪念设

施保护网络，同时，公安机关要加大对破坏纪念

设施行为的打击力度。

用法律之剑捍卫英雄权益

构筑维护英烈权益“铜墙铁壁”

　　英雄烈士保护法的一大亮点，是建立了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制度。对侵害英雄

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成为英雄烈士保护法赋予检察机关的

一项重要职权。

　　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部门主动作

为、主动担当，通过法律的力量捍卫英烈的名誉。

如，2019年4月3日，江西省上饶市一男子通过微信

朋友圈转载了《救火英雄，一路走好》的链接，并发

表言论侮辱牺牲烈士，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事

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积极介入。同年7

月，万年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姜

某生有期徒刑1年8个月。

　　通过案例，保护英雄烈士的法律精神进一步

深入人心，凝聚起社会正能量，营造出崇尚英雄、

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促使

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尊重英烈的价值取向。

以法之力弘扬英烈精神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情况调研侧记

　　4月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前，当地师生举行祭奠缅怀革命英烈活动。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33岁的北京市民刘恋，有9年的教育培训工作经验，

但她的这些经验，却在面试时被招聘人员忽视，“HR

（人力资源）的重心不是放在我的能力和经验上，反而

像是‘查户口’一样询问个人基本信息，问我是否结婚、

是否有小孩”。

　　在面试了几家公司之后，刘恋有些沮丧和愤怒，

“一圈问题问完之后，有的公司明确表示我不适合该

岗位，有的公司让我回去等通知后就没了下文，有的

公司则是开出很低的待遇‘逼’我放弃。我问了身边

多位女性朋友，她们在就业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

性别歧视”。

　　近年来，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因婚育等因素遭受

就业歧视的现象屡屡出现。随着相关法律制度的完

善和执法力度的加强，一些显性就业歧视得到有效

遏制，但求职过程中的隐性歧视却令很多女性无可

奈何。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

采访时建议，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在鼓励用人单位

创造男女平等就业环境的同时，也要对性别歧视问题

加强惩戒。

六成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情况

　　对于刘恋的遭遇，在上海求职的汪帆感同身受。半

个月的时间，28岁的汪帆面试了十几家公司，在求职时

被问了很多关于婚恋的问题，“有的是直接问，打算什

么时候结婚？有的则是旁敲侧击，询问男朋友是哪里

人、做什么工作？”

　　起初，汪帆感觉这些问题有些“莫名其妙”，直到询

问了在某企业做HR的朋友，汪帆才明白这些问题背后

藏着的“套路”——— HR通过对于婚恋情况的旁敲侧击，

可以大致判断出女性求职者的感情状况和生育规划，

然后决定是否要录用。

　　刘恋和汪帆的经历，在女性求职的过程中并不

少见。

　　某招聘平台发布的《2022职场女性与男性性别差异

数据报告》显示，近年来，尽管女性职场地位有所提高，

但仍有近八成女性认为还未实现“男女平等”，易遭受

“面试阶段被问婚恋或生育情况”等职场歧视。

　　全国人大代表、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主任冯帆指

出，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完善和妇女维权意识的增

强，职业性别歧视的现象虽有所减少，但在有的地区、

领域还是存在的。比如，有些单位在招工时明确要求只

招男性员工，在评选先进、职业提升、工作岗位分配上，

还是会有对女性的歧视。

多重原因致女性遭受不公平待遇

　　近年来，对于女性职场就业的歧视乱象，从中央到

地方完善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2019年，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就曾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提出禁

止在招聘环节限定性别。妇女权益保障法在2022年修订

了诸多内容，明确了就业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已于今

年1月1日起施行。

　　各地也正在跟进探索，细化包括就业在内的女性

权益保障。今年1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

发《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

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其中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

（聘）过程中，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

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或因结婚、怀孕、产假、

哺乳等，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行为，最高可

处五万元罚款。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主任方燕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在女性就业方面取得了

一些不错的成果，但仍有大量女性在就业市场上会遇

到各种阻碍，甚至会受到各类不公平待遇，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女性婚后往往需要承担大量的家庭事务、

照顾子女等。这使得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竞争力下降，

难以谋求到好的职位，职场之路相较于男性走得更

为艰难。

　　“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对于女性就业歧视行为，一

旦出现就应该依法严肃处理、严厉惩治，为女性构建一

个更包容的就业氛围，更友好的职场环境。”方燕说。

疏堵结合破解职场隐性性别歧视

　　“用人单位应依法规范招录行为，消除女性在求职

过程中遭遇的生育歧视，但为女性提供良好的就业环

境，绝不仅是用人单位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方燕说。

　　方燕提出，为鼓励用人单位聘用女性员工，国家

或地方可以对积极响应“三孩”政策主动聘用女性的

用人单位给予奖励、优惠政策，比如税费减免、评优

评先等。这些奖优措施可以直接或间接对冲用人单

位用工成本的增加，从而抑制用人单位招聘育龄女

性员工意愿下降的趋势。

　　早在2012年，《西安市妇女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就曾提到，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妇女就业，按规定

对女性就业比例达到40%以上的企业减免税收。方燕

建议，在此基础上，根据用人单位所属行业的用工特

点，对聘用育龄女性就业达到一定比例以上的用人

单位给予税收优惠。对于创办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用

人单位，可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建议，落

实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照企业在产期女性职工休假期间支付的工资、

生育津贴、岗位空缺填补支出等相关费用给予一定扣

除。同时，设立“生育基金”，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于雇

佣女职工超过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税费

减免、财政补贴以及基金补贴等优惠。

　　破解职场隐性性别歧视，在“疏”的同时也要加强

“堵”的力度。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建议，抓好新

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对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作了重点规定，明确

了就业性别歧视情形、救济渠道和法律责任。建议及

时修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配套法规政策，将就

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指导各地加强

对招聘、录取、晋职、晋级、培训、辞退等环节性别歧

视行为的监管。

面试绕不开婚恋或生育问题

女性就业歧视如何破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