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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 加强网
络保护、防治校园欺凌、强制报告
制度……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正式施行，全方位保护“少
年的你”。

一年过去，这些措施成效如
何？“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网络保护：游戏、参与直播
受限，仍有漏洞待补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
保护”一章，对预防网络沉迷、网
络消费管理等作出规定。

一年来，各相关部门接连发
力：去年 8 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
发通知，明确非规定时间不得向未
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今年 5
月，中央文明办等 4 部门发布意
见，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
严控未成年人从事主播……

各网络平台予以响应。腾讯
禁止 12 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在游
戏内消费、对 55 周岁以上实名用
户 的 夜 间 游 戏 登 录 进 行 人 脸 识
别。去年第四季度，国内未成年
人游戏时长占比下降至0.9%。快手
将没有家长授权的高度疑似未成年
人账号纳入青少年模式并限制开播
功能，目前已有上万个用户被强制
纳入该模式。

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但记者
调查发现，仍有未成年人设法“绕
过”防沉迷机制。有福建家长反
映，孩子借上网课的机会“顺走”
家长手机，利用家长的实名认证玩
游戏、购买游戏装备。

对此，北京康达 （厦门） 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翼腾建议，进
一步完善未成年人防沉迷机制，真
正构筑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防
火墙。

针对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部分
未成年用户“悄悄打赏”问题，浙
大城市学院教授沈爱国表示，家长
要看管好自己的网络账号和关联的
金融账户；同时，相关平台也要升
级技术措施，及时发现并制止疑似
未成年用户的打赏行为。

欺凌防控：制度逐步完
善，仍存发现难、认定难等
问题

暴力殴打、语言谩骂、集体孤
立……学生欺凌问题频频挑动公众
神经。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
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
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措
施密集出台。

去年9月1日施行的《未成年人
学校保护规定》针对学生欺凌、校
园性侵害等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
构建专项保护制度；今年 5 月 1 日
起，每所中小学校要至少配备 1 名

法治副校长，参加学生保护委员
会、学生欺凌治理等组织。

地方立法方面，《辽宁省校园欺
凌防治条例 （草案）》 于今年 4 月
进行了一审；北京、上海、河北、
甘肃等地的地方法规也对校园欺凌
问题作出规定。

一系列组合拳之下，问题改善
明显。据最高检统计，2021年，全
国检察机关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
罪案件较2018年同期下降74.7%。

但记者调查发现，学生欺凌仍
存在“预防难、发现难、认定难、
处置难”等问题。有教师反映，在
一些“疑似”校园欺凌案件中，
界定标准不清晰，给定性处置带
来困难。

对此，《辽宁省校园欺凌防治条
例（草案）》以专章形式，对校园欺
凌的预防、处置等环节逐项明确具体
措施。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校长傅
巍川表示，在立法规范的基础上，
还应制定配套措施，细化家庭、学
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等各
方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科学处置，
让校园欺凌防控机制运转更有效。

强制报告：一批隐蔽案件
被发现，加大对不报告的刚性
约束

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往往发生在
“隐秘的角落”，难以及时发现。新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大亮点是吸纳
了此前在实践中效果良好的强制报
告制度。

入法一年来，该制度作用明
显。最高检日前通报了一起典型案
例：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强奸少女案时发现，2021年
10月，东港市某门诊部妇科医师季
某某在明知当事人孙某某为未成年
人，在无监护人陪同、签字确认的情
况下，为其进行人工流产手术，且
未向有关部门报告。检察机关向东
港市卫生健康局通报相关情况，建
议对涉案医疗机构和人员依法追
责。该门诊部随后被处以警告、没收
违法所得、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
相关科室被注销；医师季某某被给予
暂停六个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据最高检统计，今年一季度，
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
西、宁夏等地强制报告案件量同比
均增长一倍以上。

“强制报告‘每案必查’机制建
立以来，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
的有2854件，一批隐蔽的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得以及时发现。”最高检第
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说。

不少地方还立足自身实际推出
细化措施。比如，杭州西湖区规
定，前台人员若发现成年人携带未
成年人特别是不满14周岁儿童入住
登记的，或者未成年人单独、多人
要求入住登记的，须询问相互关

系、入住目的、监护人是否知情，
并及时向属地派出所报备。

在其他领域，民政部已将强制
报告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全国未成
年人保护示范建设标准之一；新修
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等，也对相关行业落实强制报告制
度作出规定。

杭州西湖区检察机关有关负责
人建议，将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
处分措施落实落细，增加对主动报
告的鼓励措施；明确牵头部门，设
立报告电话进行统一受理。

预防犯罪：加强专门学校
建设，破解“问题孩子”背后的
社会问题

一些罪错未成年人，家长管不
了、学校无力管，陷入“抓了放、
放了抓”的恶性循环。

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
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

记者了解到，一些专门学校正
在探索一条以教代刑、提前干预的
新路径，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更好地

回归社会。
“早期我们也曾像一些老式工读

学校一样，依赖庞大的军训量培养
学生规则意识。”广州市新穗学校教
务处主任尹章伟告诉记者，目前，
学校大力推进美育课程、心理健康
课程等校本课程建设，通过教育理
念的内化让学生自觉纠偏。实施这
些教学方法之后，有些学生升入重
点高中、重点大学。

分级干预矫治未成年人偏常行
为，是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一
个重要理念。广州市针对具有一般
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
人、附条件不起诉或免于起诉的涉
罪未成年人，和正在服刑的未成年
犯三种不同教育矫治对象，正在探
索建设不同类型的专门学校精准施
策分类矫治。

“问题孩子”的背后是社会问
题。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
察 机 关 在 办 案 中 加 强 对 案 件 成
因、规律和趋势等分析，协同家
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从解决
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的深层次社
会问题入手，更有效地预防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

出台多部法律全方位保护“少年的你”

一年过去，这些措施成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