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桂芳 大通回族土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城关法庭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父母离异的家庭中，子女受到的
伤害是最大的，为了争一时之气或短
暂的利益，有的父母甚至愿意放弃对
子女的探望权，那么离婚协议放弃探
望权具有法律效力吗？

案情简介
2022年6月，张某与李某因夫妻感

情破裂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
婚生女孩由李某抚养，抚养费也由李
某自行承担，张某自愿放弃孩子的探
望权。离婚后，张某因思念孩子，多次
与李某协商要求探望孩子，但均未

果。2023年9月，张某诉至法院要求李
某协助，实现其探望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

女的另一方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
利，另一方有协助义务。探望权是基
于亲权的一种派生权利，属于身份权，
一方无权通过协议的形式剥夺另一方
的此项权利，故离婚协议中有关放弃
探望权的约定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
效条款。同时，关于孩子抚养权的确
定、父母对于孩子的探望权的行使均
以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为基础条
件，同时应兼顾父母双方以及孩子的
现实条件。法院从兼顾法律和人情的
角度出发，最终裁定双方当事人的协
议中关于放弃孩子探望权的约定无
效，支持了张某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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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十六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
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
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
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
应当恢复探望。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
的抚养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
种义务，而且，这种权利和义务不是离
婚双方之间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义
务。因此，涉及未成年子女切身利益的
权利义务内容，如探望权等，离婚双方
是不能作任意处置的，即使进行了处
置，这种处置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探望权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往往
要更多地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
系，不宜作过多干预，因此我国探望权
制度只有相对原则性的规定。法律对
探望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没有十分明
确具体的规定，当事人在协商探望权
时往往对权利界限、范围等出现不同
理解，比如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是
否可以和子女短暂居住，一方携带子
女外出时另一方是否可以在场等，因
理解不同，易激发矛盾。审查探望权
案件时，法院通常会结合双方的实际
情况，例如居住环境、工作时间等情况
选择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的适
用。无论哪种方式，直接携带子女的
一方都负有协助另一方探望的义务。
该义务内容包括：第一，除危害子女利
益外，探望权人的探望行为不应受到
阻碍，对子女主动要求探望的，应该积
极联系、配合；第二，不得向未成年子
女灌输错误思想，影响另一方父母的
形象，破坏其与子女之间的和睦关系；
第三，引导未成年子女正确面对探望
问题，营造和谐的亲子氛围，使子女能
与不直接携带自己的一方愉悦、平和
相处，从而实现探望权立法的目的。

（文字整理 记者 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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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生君）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殷殷嘱
托，全面落实“稳疆固藏”和“三个更加重要”重大要求，以平安
建设“十个一”为引领，以书记抓抓书记、具体抓抓具体、常态
抓抓常态为方法，以见事见人见思想见作风为导向，部署开展
深化平安西宁建设“十大专项行动”，夯实基层基础，固牢底板
底线，着力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隐患问题，更好地化
解矛盾、防范风险、维护稳定、服务群众，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
设上走在前作表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坚持高位推动 责任落实“再聚焦”

坚决扛起省会城市平安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成立由市
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横向覆盖55个市直部门，纵向贯通
各县区、园区的平安西宁建设组织架构，制定出台配套制度文
件，议平安、积大安、为长安，从顶层设计上建强了平安西宁建
设的“四梁八柱”。市委主要领导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坚
持高站位、亲谋划，强统筹、督落实，以思想作风、能力素质、观
念意识三个转变和提升为引领，先后3次召开常委会会议，统
一思想认识，专题研究贯彻落实省委“十个一”工作要求具体
措施，审议相关配套文件，2次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工作汇
报，安排部署深化平安西宁建设“十大专项行动”，对全市各层
级各领域开展全面系统的“总动员”。市委常委班子带头开展
调查研究，带着问题、直奔一线，深入基层开展“四不两直”督
导调研，摸清症结，打通梗阻。市委平安办13次召开专项推
进会，专题调度平安建设重点任务，及时发现问题，倒逼责任
落实，全面压实市县乡村四级贯通的责任链条。

突出建章立制 工作体系“再优化”

坚持问题导向、强基思维，按照省委要求并结合市情实
际，制定深化平安西宁建设“千分制”考核办法，细分形成社会
稳定、基层基础、公共安全等9大类87项考核指标，明确共性
指标和个性指标，确保步调一致、各有侧重，从全层级各领域
明确了工作的“指挥棒”，配套出台半月调度、季度评估、半年
测评和信息报送等4项制度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有步
骤有序推进，夯实了平安建设基础制度保障，以刚性制度形式
解决平安建设“谁来抓”“怎么抓好”的问题。紧紧扭住“指挥
棒”和“责任链”，创新推行“四督一促”跟进调度机制，组建由
市级领导带队的 10 个平安建设督导组，抽调各单位精干力
量，深入各县区各部门开展调度督导、常规督导和专项督导，
深入排查苗头性、关键性、全局性问题症结，强力跟踪问效，帮
助破解难题。深化半年测评和季度评估机制落实，先后2次
安排排名靠前和靠后的地区和单位，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进
行交流发言和表态发言，激励倒逼各地区各部门整改提升，全
面拧紧了“条专块统建平安”的责任链条。

注重统筹发力 治理能力“再提升”

坚持全面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建立党建引领“有诉必
应马上办”工作机制，“基层吹哨、部门报到”、民情民意定期收
集等制度机制和“打防管控建教”六位一体工作体系不断得到
完善并发挥作用。“两队一室”“邻里牵手”“铁路护路联盟”“四
调阶梯解纷”“穿警服的社区副书记”等一批具有时代特征、西
宁特色的社会治理新实践蔚然成风，“枫桥经验”西宁化新样
板不断丰富和发展。持续巩固意识形态领域新阵地，建立健
全以舆情为先导的问题发现和处置机制，推动舆情处置闭环
管理。以“事要解决”为目标，实行信访事项“战区制、主官
上”，包案化解、提级督办、源头治理，解决了一批钉子案、骨头
案。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拳整治治安乱点乱象，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坚持专群结合、群防
群治，市县乡村四级综治视频指挥调度系统全面贯通并实战
应用，完成2673个综合网格、503个专属网格精简调整工作，
为178名专职网格员落实薪酬保障，全市各类矛盾纠纷化解
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成功创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强化工作成效 民意导向“再凸显”

坚持把群众评价和口碑作为检验平安西宁建设成效的“表
决器”和“晴雨表”，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
领题式、蹲点式、督查式、解剖式调研1075次，梳理堵点淤点问题
815条，提出工作措施933条，带动全领域各层级在学思想、解难
题、建平安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源头治理和事
前预警，实行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通过企
业自查、部门检查、属地督查等方式，全方位、全领域开展“城市安
全体检”，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患。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在应对处置突发灾害中，迅速启动响应机制，第一时间组织调度
应急救援力量，全力做好搜索救援、转移群众、灾情核查、物资发
放、道路清淤和现场警戒等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了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深入开展“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安全生产
大督查大整治，持续推进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
设备、民爆物品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铁路护路联防连续14
年无重大涉路案事件，全市重特大安全事故“零发生”，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

以实干担当推动平安西宁建设

《西宁市生产安全事故及
隐患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制定并印发，《办法》中指出，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有权
向应急管理部门举报安全生
产事故隐患、非法违法行为
和瞒报、谎报事故，举报内容

经核查属实的，给予举报人
行政处罚金额 15%的奖励，最
低奖励 1000 元，最高奖励 30
万元。

举报方法一：扫微信二维
码。

举报方法二：信访举报写

信至西宁市应急管理局（西宁
市城西区水务大厦九楼），电子
邮箱：xnsawb@126.com。

举报方法三：电话举报，安
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0971-
12345；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值班
电话：0971-8230155。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李静）记者从省
统计局获悉，今年以来，我省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取有效措
施，出台系列促消费政策，举办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品市
场恢复呈现加快态势。

省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我
省消费品市场呈现出以下亮点。从总
体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
长。1月—11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899.6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3%。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367.24亿元，同比增长30.6%，增长态势
良好。分开来看，基本生活类商品消费
平稳增长，1月—11月，全省限额以上粮
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类和服装鞋帽
针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8%，
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26.1%，
烟酒类增长13.9%，是保持零售额平稳
增长的主要力量。升级类商品消费稳
步回升，1月—11月，全省限额以上金银
珠宝类、化妆品类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8.6%、15.9%和
71.4%，为消费品市场恢复注入动力。

同时，汽车、石油类零售额持续高增
长，对市场的恢复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
用。1月—11月，全省限额以上汽车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9.0%，增幅较1月—
11月提高11.6个百分点，拉动全省限额
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13.6 个百分
点。限额以上石油及制品类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28.3%，增幅较1月—11月
提高3.1个百分点，拉动12.3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一丁）辛辛苦苦工作
了一年，可到了年底却不能拿到足额
的劳动报酬，该怎么办？市人社局工
作人员整理了一份注意事项，确保劳
动者能够及时足额拿到劳动报酬。

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劳动者
一定要牢记以下“五个一定要”。一
定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保
存好纸质版本，因为劳动合同是劳动
者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最直接
的证明材料，劳动合同中还要写清楚
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切
勿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确保自己已

被纳入实名制管理中，在工程项目工
作的劳动者，要配合用工单位将自己
的信息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这可
以确保劳动者的工资通过银行按时
足额发放，同时，用于工资发放的银
行卡不要交给他人保管，不要将取
款密码告诉他人；一定要及时确认
自己的应得工资，我市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实施工资一月一
支付制度，要配合用工单位每月做
好工资核算，把自己应得工资确认
清楚；一定要保存完备的维权证据，
包括与工作相关的证件和证据，尤其

是要注意保存好身份证、劳动合同
书、上岗证、出入证、工资清单及出工
考勤表等证件和证据，这是因工资问
题发生争议时的重要维权证据；一定
要掌握维权方式，进入工地工作前，
劳动者要注意施工现场悬挂的维权
信息告示牌，上面有项目名称、建设
单位、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项目负
责人和维权投诉方式等信息，以便发
现拖欠工资后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
等部门投诉、提起劳动仲裁、起诉等，
追索劳动报酬。

注意这些，确保年底拿到足额劳动报酬

今年我省消费品市场增长态势良好

离婚协议放弃探望权具有法律效力吗？

安全生产违法违规举报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