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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新闻发布会聚焦未成年人保护

5年来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

本报综合消息 据企
查查APP显示，近日，唐山
烧烤店打人事件主犯陈继
志新增6条被执行人信息，
执行标的分别为80万元、
32万 元 、77319元 、49757
元、4327元、2963元，合计
1254366元，执行法院为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值得一提的是，唐山
烧烤店打人事件涉事者马
云齐、沈小俊、李鑫、陈晓
亮、李红瑞也于近日被廊

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据企查查APP显示，
唐山市异域风情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经营状态此前已
经由存续变更为注销，注
销原因为决议解散。企查
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
于2016年，注册资本300
万元，由陈继志持股30%
并担任监事职位。目前，
陈继志名下关联的2家公
司均已被注销或吊销。

此前，唐山打人事件
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陈继
志等多名主要人员被捕，
陈继志最终因犯寻衅滋事
罪、抢劫罪、聚众斗殴罪、
开设赌场罪等，数罪并罚，
一审获刑24年，并处罚金
32万元。

唐山打人案主犯陈继志
被强制执行125万
名下关联公司已被注销或吊销

3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5年来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情况以及协同各
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总体上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持
续多发。最高检党组副书记、常
务副检察长童建明表示，检察机
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
从严惩治杀害、伤害、性侵、拐
卖、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对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坚决
打击，绝不姑息。

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
呈低龄化趋势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总体上升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日
趋多元，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
有所增长，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
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
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
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
人，年均上升16.7%。

5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年均上
升3.6%。其中，起诉强奸、猥亵
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1万
人，此类犯罪已成侵害未成年人
最突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总体上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持续多发。

态度：
对涉罪未成年人惩治教育并重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每案必查”

2018年12月，最高检专门
设立第九检察厅负责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统一承担涉及未
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和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办案职责。
这也是中央政法机关成立的
第一个专司未成年人保护的
有独立编制的厅级内设机构。

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心智
还不成熟、人格尚未定型的特
点，检察机关贯彻教育、感化、
挽救方针，既坚持依法惩戒，
又注重教育转化，力促迷途知
返，力阻重新犯罪。

最高检常务副检察长童
建明介绍，对于主观恶性不
大、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
人，统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
政策，坚持非犯罪化、非刑罚
化、非监禁化方向。

2022年，未成年人犯罪不
捕率、不诉率分别为68.5%、
59.9%，高出整体刑事犯罪不
捕率、不诉率24.8个、32.5个百
分点，较2018年上升34.4个、
36.9个百分点。检察机关5年
共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7.1
万人，适用率由12.2%上升至
36.1%，超过97%的被附条件
不起诉未成年人走上正途。

对于主观恶性深、犯罪手
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

人，坚决依法惩治，绝不一味
纵容，一体落实“保护、教育、
管束”措施，既让涉罪未成年
人感受法治威严，也警示教育
社会。5年共起诉涉严重刑事
犯罪未成年人17.9万人。

不论是依法严肃追究还
是宽缓处理，都坚持把精准帮
教贯穿办案始终，帮助涉罪未
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5年
来，共有5100余名涉罪未成年
人经帮教知错悔改，顺利考上
大学。

据悉，最高检会同相关部
门全面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特别程序，完善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积极开展诉前观护帮
教、不起诉跟踪帮教。

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
长那艳芳此前介绍，2020年5
月，国家监委、最高检等9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
见（试行）》，2021年6月，强制
报告制度被修订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吸收，上升为法律规定。至
2022年底，全国检察机关通过
强制报告发现、起诉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5000多件。通
过“每案必查”机制倒查发现
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
告义务后，推动追责700多人。

举措：
从严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帮助未成年被害人走出阴影

最高检微信公号3月1日
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十
三批指导性案例（未成年人综
合司法保护主题）》，其中包括
防止未成年人滥用药物、阻断
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感染
艾滋病风险、惩治组织未成年
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
罪、未成年人网络民事权益四
件案例，供参照适用。

此外，童建明介绍，检察
机关更加注重权益保护和心
理救助，帮助未成年被害人从
遭受侵害的阴影中走出来，脱
离困境、拥抱阳光。

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成年
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一审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的6.7万人，占判决总人数的
41%，高出整体刑事犯罪23.9
个百分点。

针对成年人拉拢、诱迫未
成年人参与有组织犯罪，制发
一律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提出
量刑建议的检察政策并督导
落实。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
罪多发，促进完善办案规范，
明确在集体宿舍实施猥亵犯
罪，应认定为在公共场所当众
犯罪，依法从严追诉。针对一
些“大灰狼”通过网络胁迫女
童自拍裸照上传，发布指导性
案例，确立无身体接触猥亵行

为视同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
更加注重权益保护和心理救
助，帮助未成年被害人从遭受
侵害的阴影中走出来。会同
公安机关、妇联等推行“一站
式”询问、救助机制，建成2053
个“一站式”办案场所，避免反
复询问取证对未成年人造成

“次生伤害”。
针对一些未成年人遭受

犯罪侵害后家庭生活陷入困
境，专门出台检察政策，加强
司法救助工作。5年来救助未
成年被害人4.2万人，发放司法
救助金6亿余元，会同教育、民
政等部门综合落实心理疏导、
身体康复、生活安置、复学就
业等多元救助，助力未成年被
害人重归快乐生活。

2022年，检察机关办理涉
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9700
件。针对办理刑事案件中发
现的未成年人文身现象比较
突出问题，检察机关以公益诉
讼推动禁止为未成年人文身。
最高检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专题报告，引
起高度重视，国家层面出台治
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企业、
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
提供文身服务，从源头解决此
类问题。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本报综合消息 据网信中国
微信公号3月1日消息，中央网信
办近期部署开展“清朗·2023年
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各
网站平台加大发现处置力度，集
中查处一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有效遏制网上突出问题，为广大
网民营造出良好的春节舆论氛
围。截至目前，重点平台累计拦
截清理违法不良信息119万余
条，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6万
余个。

针对部分网络账号借春节档
电影上映名义，诱导明星粉丝群

体互撕控评，教唆粉丝为电影填
场刷票、制造虚假流量等问题，网
信部门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违规信息、
账号和群组，加强与重点账号、机
构、经纪公司的沟通引导，严防问
题持续发酵。

针对部分网络账号利用服刑
经历故意卖惨带货、刻意美化服
刑生活、炫耀服刑经历等问题，网
信部门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在开展
清理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
账号管理规范，完善内容审核机
制，对违规账号采取限制直播打

赏、禁言、关闭等处置措施，防止
借恶意炒作服刑经历营销谋利。

对于部分网络账号借编造虚
假信息制造恐慌情绪，有些账号
通过虚构家庭伦理等低俗剧情骗
取同情、诱导网民打赏，造成恶劣
影响等问题，网信部门指导督促
网站平台加大发现识别力度，强
化虚假信息发布账号溯源查处，
做好虚构剧情信息标注提醒，帮
助网民更好辨清真伪，防止经济
利益受损。

为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工作，网信部门督促重点平台

全面排查未成年人常用的平台、
环节，结合短视频、社交、网络游
戏等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集中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吸烟饮
酒、故意刺激戏弄未成年人、破解
防沉迷系统等问题，对相关短视
频创作者加强教育引导，提醒其
注重内容导向，防止对未成年人
造成不良影响。

聚焦部分网络账号通过在图
片中夹带水印、更改昵称简介等
方式推广网络赌博信息的问题，
网信部门督促重点平台加大查处
力度，清理网络赌博引流信息20

万余条，依法关闭“老弟斗地主”
“直播打鱼彤儿”等违规账号
2800余个，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
索及时移交有关部门。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网
络乱象在春节期间反弹反复的势
头，及时发现处置了一些网络生
态新问题新苗头，整治工作取得
预期成效。今年，中央网信办将
继续深入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
动，下大力气整治网上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乱象，努力营造
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中央网信办处置违法违规典型问题

严查借春节档电影挑起互撕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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