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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900公里高速，没找到一个能用的母婴

室。”前不久，因家中有急事，家住天津市河东

区的张先生开车，带老婆和3个月大的儿子赶

回河南南阳老家。令他没想到的是，车开上高

速路后的8个多小时，他们一家会因为找不到

母婴室而接近崩溃。

  “导航显示会途经30多个服务区，我中间

路过和停靠了近20个服务区，其中只有两个

服务区有母婴室，而这两个母婴室，一个并未

启用，另一个门半掩着，里面堆满了杂物。”张

先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从天津到河南，孩

子喂奶、换尿布、冲洗屁股等都是在车上进行

的，“出发前我们以为服务区肯定会有母婴

室，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2021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5个部门

联合印发的《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

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公共场所母婴设施

配置率达到80%以上。根据该计划，经常有母

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

量超过1万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疗机

构、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建立服

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室，配备基本设施。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目前仍普遍存在

母婴室设置不足、母婴室内设施不齐全等问题，

母婴室被不合理使用、占用的情况亦频繁发生。

  受访专家认为，在公共场所设置母婴室

对于父母带婴幼儿出行意义重大，长远来看

是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重要举措。我国

当前仍然存在母婴室数量不足、对母婴室认

识不到位、设施不齐全等问题，有关部门应加

以重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保障宝妈宝爸

带娃出行的基本权益。

母婴室设置少

还经常被占用

  坐地铁，离到站还“遥遥无期”，却突然涨

奶，这样的痛苦经历天津市民苏女士再也不

愿有第二次。

  两个月前，正值哺乳期的她到北京办完

事，乘地铁准备前往高铁站回家，途中却突然

涨奶。好不容易撑到下车，询问工作人员却被

告知：地铁站内没有母婴室，如果苏女士急需，

可以在卫生间或残疾人卫生间解决。苏女士考

虑后，还是决定出站打车去附近的一家商场。

“当时我想着，商场里肯定都会有母婴室吧。”

  结果赶到该商场，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苏女

士来到二楼男女厕中间的“母婴室”——— 和残疾

人卫生间合为一体，厕所内异味很重。苏女士不

想用这样的“母婴室”，虽然自带了吸奶工具和

冰包冰袋，可感觉在这里吸出的奶没法给孩子

喝。而此时，因涨奶她已经痛得几乎无法行走

了，一番心理挣扎下，她将奶吸出后全部扔了。

  “什么时候做建设规划的人才能意识到，

母婴室是无数个宝宝家庭的真实需求！”苏女

士无奈道。

  苏女士的经历正是当前很多宝妈宝爸面临

的窘迫困境——— 找不到母婴室，找到了也难用。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天津多家商场、

地铁站、医院、饭店等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

场所都没有设母婴室。

  在北京市多个地铁站内，记者均没有发

现母婴室，而仅有男女卫生间和残疾人卫生

间，即使是人流量密集的换乘站。记者询问工

作人员后被告知“实在有需求建议用残疾人

卫生间”。而据观察，残疾人卫生间内仅有一

马桶、洗手台、扶手和金属台，卫生条件较差，

很难真正用作母婴室。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处大型商场，记者顺着

标识找到所谓的“母婴室”——— 和残疾人卫生

间混在一起，里面臭味扑鼻，地上甚至还散落

了不少垃圾。在天津的一个地铁站，一位宝妈

因为没有找到母婴室，只能在残疾人卫生间给

孩子喂奶，“感觉既不卫生，也无隐私可言”。

  还有不少母婴室被占用，让真正有需求的

人无法进入。近日有媒体报道，来自广东的杨

女士带娃到母婴室哺乳时，发现母婴室被三个

抽烟小伙占用，室内烟雾缭绕，呛到无法进入。

之前，浙江杭州某商场还发生过母婴室被网红

霸占事件，致使抱着孩子的母亲无法进入。

  上海浦东的卞女士不止一次遇到母婴室

被占用的情况，包括主播在里面开直播、年轻

女子化妆、小伙子抽烟打游戏等。“母婴室可

以说是我们带娃出行的‘后防线’，让宝妈宝

爸可以放心出行，但目前母婴室的设置显然

还有很多不足，亟待改进。”

内部设施不足

忽视宝爸需求

  2016年11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0部委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规定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基本配置应包括：

面积一般不低于10平方米；防滑地面；带安全

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

婴儿床；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便于放置哺乳

有关用品的桌子；电源插座；垃圾桶；保护哺乳

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商场虽然设置

了母婴室，但不少母婴室都存在问题，如母婴

室标识不明显，想找到要费不少时间；空间太

小，无论是母乳还是瓶喂都不方便；只有冷

水，没有热水；一次性消耗品没有及时补充

等。除少数高档商场外，大部分母婴室均不符

合设置标准。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商场内，尽管每层楼

都标有母婴室标志，但记者来到指示地点后

发现，每层楼的母婴室实际上就是残疾人卫

生间，就设在男女厕旁边，气味很重，有的洗

手台上还有污痕。该商场三楼母婴专卖品区

域有一间单独设立的母婴室，但推门进入后

发现，内部空间仅3平方米左右，里面摆着换

洗垫和洗手池，换洗垫上有污渍。消毒柜、保

温设备、休息座椅等设备更是无从谈起。

  有一次，记者在北京某商场看到一母婴

室正在使用，原本打算采访使用者，而从里面

走出来的却是商场保安，可能是在里面上厕

所；还有一次，一位抱娃的母亲推门走进挂着

母婴室牌子的房间，但很快就又退出来了，

“太脏了，根本没法给孩子喂奶”。

  广东省广州市的宝妈牛女士向记者吐

槽，她外出时找母婴室，发现不少问题：有的

座椅都已经发霉了，宝妈进去坐也不是站也

不是，里面一股难闻的味道，“娃娃抱进去都

不愿意喝奶，一个劲儿用手指着外面”。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

不少母婴室设置时，忽略了带娃父亲的需求。

  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先生最近就被母婴室

“劝退”了。“自从宝宝会爬后，每次换个尿布

都来回扭动，妈妈自己快速完成着实困难，我

力气比她大，换尿布、洗屁股这些事基本上都

是我来。但最近几次带孩子外出，我发现，有

些母婴室外面贴着‘男士止步’的标语，有些

尿布台只在女厕所才有，我只能让老婆来。但

如果是我一个人带娃，孩子拉了难道只能回

到家才能解决？”李先生说，虽为“母婴”室，但

宝爸实际也有使用需求，设置时应该更全面

充分考虑实际情况。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赵树坤研

究发现，当前我国母婴室设置存在方方面面的

问题。首先是数量上严重不足。据统计，截至

2022年1月份，全国能在地图上查到的母婴室

数量不足6000个。其次，已建成的母婴室本身

也存在许多问题。许多母婴室非常简陋，里面

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台子、小凳子，没有足够的

温奶器等人工喂养工具以及换洗台设施等。

  “一些母婴室的设备设施材料是否符合

母婴设施建设标准，是否安全达标，不得而

知。设施设计也没有凸显人性化，包括哺乳座

位设计的高度，没能考虑到母乳喂养时的姿

势要求，换洗台的高度不可调节，无法满足不

同的需求等。”赵树坤说。

出台相关法规

统一强制标准

  “设置好母婴室意义重大。”赵树坤告诉

记者，从政策落实角度，完善母婴室设置是创

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完善的母

婴室设置，能够提高有孩家庭的便利，在实质

上给予携婴群体人文关怀和尊重，提升携婴

出行群体的出行体验，助推“生育友好型”社

会的形成；从个人角度，完善的母婴室设施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给予哺乳的母亲人格上的尊

重，避免让她们感到不适和隐私受损，人性化

的关怀能够更好地尊重母亲、孩子的人格。

  赵树坤介绍，完善母婴室设置也是落实

权利保障的国际、国内法律义务的基本要求。

2004年我国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

法，2020年10月修订公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大型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旅游景区景点等设置母婴室、

婴儿护理台以及方便幼儿使用的坐便器、洗

手台等卫生设施，为未成年人提供便利。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讲师李静说，

设置母婴室保障了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在

公共设施中，应当把特殊人群的保护理念嵌

入进去，从法律层面、公共服务层面，把这类

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确认下来。

  近年来，各地有关母婴设施建设的地方

性法规也在陆续出台。2021年，广东省作为全

国首个出台母婴室安全标准规范的地方，在

《母婴室安全技术规范》中率先对母婴室环境

质量、卫生、配套用品、安全标识等方面明确

了建设标准。今年2月，《上海市母婴设施建设

和管理办法》发布，对母婴室设置要求、标识

和导向指示标识、管理维护、紧急预案等方面

作出明确的指引和规定，并明确“谁建设，谁

管理，谁维护”的原则。

  目前，《宁波市母婴设施建设与管理办

法》《金华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等也

进入了征集意见阶段。

  对于当下母婴室建设使用仍存各种不足

的问题，赵树坤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

还未形成尊重母婴隐私权、人格权的意识。很

多人并不认为母婴室是必要需求，也不认为

社会应该为育儿提供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

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尽管今年出台了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但该法几乎没有涉及具体

的母婴设施规定，只能将母婴设施归入无障

碍设施的大类才能勉强适用其规定。而《母婴

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也不同于法律。此外，

当前缺乏母婴室建设通用及强制性规范。虽然

目前有《无障碍设计规范》，但其中也没有明确

规定母婴设施作为无障碍设施的设置标准，母

婴设施并没有被单列出来进行标准规范。

  为此，她认为，鉴于目前没有统一的母婴

室强制性标准，地方部门、公共设施管理者和

所有者可以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无障碍设

计规范》《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为参

考，进行更为人性化的设计。

  “现实中母婴室数量不足、设施不全或者

是被占用的情况，完全是违规的，检察机关可

以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去维护母婴群体的基

本权利。”李静说。

  李静认为，规范完善母婴室的建设，需要

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一方面，应加大宣传，让

母婴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母婴室设置的重要

性等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将母婴

室的建设上升到法律层面，可以在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中或相关司法解释中，把母婴室的建设

标准及维权的基础条件纳入进来。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马 超

□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王泽宇

□ 本报通讯员      张 宏

  “你们法院是怎么判案子的，领导也不把

关吗？物业公司起诉了我一个案子，我不服，

我也得反过来起诉物业公司一个案子。”2020

年夏季的一天，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委办主任王杨汀在和小区邻居闲聊时，对

方向他抱怨道。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杨汀向《法治日报》

记者介绍说，那时，一些法官缺乏“如我在诉”的

理念，就案办案，且不愿意接受院庭长的监督，

导致一案生多案。而有的院庭长对案件也不想

管、不敢管、不会管，导致案件质量不高，案件发

改率、案访比居高不下，服判息诉率走低。

  一案生多案，案件质量差，服判息诉率低

的现状，倒逼太原中院加强审判监督管理。

  2020年10月，太原中院聚焦审判监督在机

制建设方面的短板弱项，出台《案件监督管理

办法》，创新推出判前“五类案件”院庭长三级留

痕监督、判后“四类案件”两级三评互动式质量

评查、再审审查案件由院庭长办理的工作法。

判前监督

  《案件监督管理办法》的出台，是否意味

着法官审理案件不再独立了？

  “当然不是。我们的案件监督管理办法，

不是让院庭长干扰法官独立办案，不让法官

独立审判，而是让院庭长对重大敏感等五类

案件承担起监督职能，帮助法官在把好法律

效果的同时，把好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王

杨汀告诉记者，为了防止院庭长通过监督干

预法官正常办案，《案件监督管理办法》对院

庭长如何监督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 监督内容要有据，纳入监督的案件

为五类重点案件，即大案难案、影响稳定、裁

判冲突、投诉举报、长期未结的案件。

  ——— 监督启动要规范，启动监督的三种

方式分别是立案部门提请监督、承办法官提

请监督、院庭长依职权监督，其中，院庭长依

职权监督的信息来源主要有案件阅核中掌

握、会议研究中掌握、信访接待、院长信箱、律

师约见、上级交（转）办等。

  ——— 监督过程要留痕，纳入监督的案件

要填报《“五类案件”监督管理登记表》，对院

庭长听取汇报、解决难点、督促结案等一系列

监督行为形成记录。

  ——— 监督事项要细化，将院庭长监督案

件细化为具体类别的案件，如：审限类监督实

行“5912”“246”监督，“5912”监督适用于民事、

行政一审案件，审理时长超过5个月的案件由

庭长进行一级监督、超过9个月的由分管院领

导进行二级监督、超过12个月的由院长进行

三级监督，“246”监督适用于民事、行政二审

和刑事案件，审理时长超过2个月、4个月、6个

月的分别由庭长一级、分管院领导二级、院长

三级监督。

  ——— 监督形式是会议，人数不少于3人，

包括但不限于庭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

议、审判委员会议等形式，院庭长在会议上发

表的意见应记入会议记录，签字确认后在办

案平台或案卷中留痕，非经法定程序院庭长

不能直接改变合议庭裁判结果。

  据了解，两年多来，太原市两级法院院

庭长共监督“五类案件”7000余件。太原法院

案件发改率从202 0年的8 . 1 4%降至当前的

2.66%，生效案件发回重审率由2021年的0.07%

大幅降至2022年的0.01%，服判息诉率同比

2021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案访比由2021年的

4.4%下降到目前的2.1%。

判后评查

  “判后监督管理，主要是指由院庭长主持

对被发回重审案件、被改判案件、再审案件和

信访已有结果案件等‘四类案件’进行质量评

查。”王杨汀介绍说。

  《案件监督管理办法》明确：案件评查实

行“两级三评互动”。“两级”指基层法院和中

级法院同时参与，“三评”指一审法官自评、基

层法院初评、中级法院终评，“互动”贯穿始

终。自评有异议的，提交审委会或专业法官会

议初评，初评仍有异议的报中院审委办，审委

办提交中院审委会终评。终评时，组织中院和

基层法院承办法官面对面陈述裁判观点，充

分听取意见。

  与此同时，根据“四类案件”评查需要，太

原中院还会派评查组下沉基层法院对案件质

量进行互动评查，且下沉评查至少每半年进

行一次。

  太原中院曾成功运用“四类案件”两级三

评互动式质量评查工作机制评查了一起案件，

将360余起潜在的上诉案件消弭于无形。

  2021年4月15日，太原某地居民刘某驾驶

机动车发生车祸。刘某修车后将保险公司起

诉至法院要求进行赔偿。县法院因在判决中

没有对车辆废旧零件的归属进行认定，保险

公司上诉后该案被发还重审。县法院法官自

评后交审委会进行了初评，认为一审判决没

有问题，遂报太原中院审委会终评。

  2021年9月14日，太原中院举行案件质量

评查会，中院审委会委员、一审、二审法官共

同参会，面对面进行了案件质量评查。经过案

件质量评查，明确了此类案件审理时应认定

车辆废旧零件归属为保险公司的裁判标准。

  随后，全市各基层法院按照统一的裁判

标准，在此类保险纠纷案件审理中，均对损坏

车辆零件的归属作出了明确认定。类似的360

余起一审案件无一上诉，避免了因裁判标准

不统一而引起的上诉、重审等多案，有效解决

了一案生多案的问题。

  据了解，两年多来，太原两级法院召开

“两级三评”互动会议33场，评查“四类案件”

1128件，两级法院院长点评案件3000余件。太

原中院评查组下沉互评20场次，评查发改案

件998件。通过互动评查和院长点评，太原中

院对发现的共性问题出台了140余个业务指

引，促进了办案理念、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标

准的统一。

形成闭环

  面对“带病维持”的终审裁定，怎么办？

  太原中院党组通过调查发现，少数二审

法官为了防止因案件发还改判导致被监督而

选择“带病维持”（对带有瑕疵的一审判决维

持原判）。

  为此，太原中院推行再审审查案件院庭

长办案制度，将身为员额法官的院庭长编入

信访团队，带头办理再审审查案件，审查发现

生效案件特别是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存在个案

瑕错的，院庭长同承办法官提醒谈话，依程序

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如此，对二审法官“带病

维持”的案件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形成案

件监督管理的闭环。

  据统计，2022年以来，太原中院院领导带

头办理再审审查监督案件155件，切实取得息

诉止争、有效终审的审判效果。与此同时，太

原中院院领导常态化接访，制定《院领导接待

群众来访（信）工作实施细则》，制作《院领导

定期安排接访表》。

  “院领导接访不仅有利于平复来访群众

情绪、化解信访矛盾，更有利于院领导深入发

现所辖领域在司法作风、审判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深层次共性问题，推动形成管用务实的

业务指引，提升办案质效。”太原中院立案二

庭庭长王薇告诉记者，每周二下午是太原中

院固定的院长接访日，在这个固定时间段全

部由院领导进行接访。

  2022年以来，太原中院院领导采取定期

加约访方式接待信访人220人次，涉及案件170

件。太原中院每月都会印发《院领导信访接待

通报》，督促相关基层法院或庭室严格按照领

导接访批示及通报要求落实工作措施，防止

程序空转，矛盾上行。

  此外，针对受限于时间或者交通等因素

不能实地到信访窗口反映问题的群众，太原

中院还开通了院长信箱。截至目前，太原中院

院长信箱共收到信件9614件，由专人进行登

记转办，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来信群众。

  “在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下，院庭

长真正在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职责上发挥好

‘关键少数’作用，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太

原中院院长于昌明告诉记者，该院将进一步

在实践中创新审判监督管理方式方法，引导

法官切实树立“把老百姓的难事当自己的家

事来办”的理念，以“如我在诉”的要求做好司

法审判工作，通过案件监督管理实现案件质

量和效率的提升，把公正与效率落到实处。

“900公里高速，没找到一个能用的母婴室”
记者调查母婴室数量少设施不齐被占用问题

法院院庭长该如何监督法官判案？
太原中院创新审判监督机制提升办案质效

  ● 记者近日走访了北京、天津多家商场、地铁站、医院、饭店等地，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场所都没

有设母婴室。而设母婴室的地方，有的和残疾人卫生间混在一起，里面臭味扑鼻；有的被占用成杂物

间，或被当吸烟室使用

  ● 很多母婴室没有按照规定设置，里面设施简陋，只有一个简单的小台子、小凳子，没有足够的

温奶器等人工喂养工具以及换洗台设施等。设施设计也没有凸显人性化，如哺乳座位设计的高度没

能考虑到母乳喂养时的姿势要求等

  ● 完善母婴室设置是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应将母婴室的建设上升到法律

层面，可以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中或相关司法解释中，把母婴室的建设标准及维权的基础条件纳

入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