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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司法文件进一步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水平

“隔空猥亵”入罪 6月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5月25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
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性
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

两份司法文件自2023年6月
1日起施行。文件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依法从严惩处强奸、猥亵未
成年人犯罪，加强对未成年人特
殊、优先保护，进一步提升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水平。

“严字当头”
彰显从严惩处司法理念

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各类
问题中，强奸、猥亵等性侵害犯罪
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
重践踏法律红线和伦理底线，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反映强烈。

“针对此类犯罪近年来出现
的新情况、新变化，在广泛征求意
见、反复研究论证基础上制定的
两份司法文件，坚持严字当头，彰
显从严惩处司法理念。”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
长何莉介绍。司法解释进一步明
确了相关犯罪的入罪条件和从
重、加重处罚情节认定标准。例
如，明确列举对奸淫幼女、强奸未
成年人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
的多项情形；明确强奸、猥亵“情
节恶劣”“造成被害人伤害”等多
项加重处罚情形；明确对此类犯
罪严格控制缓刑适用，以及依法
适用禁止令、从业禁止。

明确利用网络实施的
猥亵行为的入罪条件

“近年来，性侵害犯罪被害人
日趋低龄化，隔空猥亵、网络性引
诱等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最高人
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
介绍。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情况复杂，司法解释在总结了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补充和细化。

针对利用网络等侵害未成年
人的新情况新问题，司法解释明
确了相关犯罪的入罪条件和从
重、加重处罚情节认定标准，明确
利用网络实施的猥亵行为的入罪
条件，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
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
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
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
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
罚。”

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
性侵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根据司法解释，“负有特殊职
责的人员”，是指对未成年人负有
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职
责的人员，包括与未成年人具有
共同生活关系且事实上负有照
顾、保护等职责的人员。

“对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
责的人员，利用优势地位或者被
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被害
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法定刑
较重的强奸罪定罪处罚，以依法、
准确、有力惩处犯罪。”何莉介绍。

司法解释用两个条款，分别
规定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

“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和特殊
职责人员构成强奸罪的条件，旨
在明确特殊情形下如何认定违背

被害人意志，更准确地区分此罪
与彼罪。

侦查取证“不漏一案、
不漏一罪、不漏一人”

侦查取证工作是审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重要环节。

在侦查取证环节，司法意见
要求全面查清犯罪事实，规定办
案机关发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
言中提到其他犯罪线索的，均应
调查核实。对于具有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便利条件的人员涉嫌性侵
害犯罪的，要摸排犯罪嫌疑人可
能接触到的其他未成年人。对于
发生在犯罪嫌疑人住所周边或者
相同、类似场所且犯罪手法雷同
的性侵害案件，应当及时并案
侦查。

“下一步，公安部将组织全国
公安机关以贯彻意见为契机，持
续高压严打，加强打击合力，推动
综合治理。持续开展‘护校安园’
等活动，从源头减少性侵未成年
人犯罪的发生。”公安部刑侦局副
局长、一级巡视员陈士渠说。

强化法律援助保障诉讼权利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
一级巡视员孙春英介绍，据统计，
2020年至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
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
助案件39.8万件，受援人达42.5
万人，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
38.2万人次。

意见强化诉讼权利保障，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
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门人

员，负责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系女性
的，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参与。”

同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
点落实特殊、优先保护原则，意见
指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熟
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未
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

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落细

“各级妇联抓事先预防，开展
防性侵宣传。畅通信访窗口和
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
在走访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性侵线
索或隐患，主动向公安机关向检
察机关报告、反映线索。”全国妇
联权益部副部长李岳阳介绍。未
成年人性侵害犯罪具有隐蔽性，
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筑牢保护未
成年人的“防火墙”。

除了摸排风险，事先预防，
2020年建立的侵害未成年人案
件强制报告制度，对于及时发现
犯罪、制止犯罪、预防犯罪发挥了
重要作用。“性侵害案件始终是强
制报告案件的主要类型，但总体
来说，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仍不充
分。尤其是在宾馆酒店发案的案
件，仍有大量应报未报。”那艳
芳说。

对此，意见对相关部门能动
开展犯罪预防工作提出要求。对
强制报告、入职查询法律制度落
实和相关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明
确。对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
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追究
责任。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四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信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进“双千
兆”网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部署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工作。

实施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强
化电信基础设施的战略性、基础

性、先导性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统
筹电信基础设施系统与局部、增
量与存量、行业内与行业间等协
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
促进电信基础设施合理科学布
局，准确把握电信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工作的新特点，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推进共建共享深化

发展。
实施意见部署了推进“双千

兆”网络统筹集约建设、深化“双
千兆”网络共同进入、加强农村通
信杆路线缆维护梳理、鼓励跨行
业开放共享、加强数字化技术支
撑、优化“双千兆”网络建设环境
等六方面重点工作，其中包括推
进5G异网漫游、大幅提升千兆光

网覆盖水平、建立并完善农村电
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共维机制等
具体举措。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部
署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设施共建
共享工作的保障举措，包括建立
共建共享跨行业协调机制、优化
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典型案例挖
掘和培育等。

十四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推进新一轮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教育部发布
防学生溺水预警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
新闻5月25日报道，教育部25
日发出预防学生溺水工作预
警。教育部提醒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
进一步强化预防学生溺水工
作，切实保障学生生命安全。

各地要以农村地区学
校、村庄周边和学生上下学
沿途水域为重点，全面排查
安全隐患，完善安全警示标
识，配置安全防护设施，推动
明确危险水域责任单位和责
任人，逐一落实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
同宣传等有关部门，开展形
式多样的预防溺水安全专题
教育，介绍预防溺水安全常
识，强化溺水警示教育。

各地中小学校要建立家
校常态化联动机制，督促家
长增强安全意识、履行监护
职责，切实做好学生放学后、
周末、节假日的安全管护。

国资委将出台一揽子政策

支持央企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5日
电 国务院国资委将积极研
究出台支持中央企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
策，并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创造有利于产业发展
的良好环境。

这是记者从国资委日前
召开的了解到的信息。

日前，国资委主任张玉
卓在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部署会上强调，
中央企业要全力以赴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切实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
能，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
建新发展格局中切实发挥好
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
撑作用。

国资委提出，中央企业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在
产业布局优化上不断取得新
的实质性突破，打造世界一
流的产品、服务和品牌，加快
培育“专精特新”和“单项冠
军”企业，尽快形成体系化布
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
断取得新的实质性突破，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高科
技投入产出效率，加大原创
性、引领性技术研发投入。

此外，国资委要求中央
企业营造开放合作的良好产
业生态，深化与国内外各类
所有制企业合作，优化产业
协作模式，打造一批世界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要在
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动力的体制机制上不断取得
新的实质性突破，进一步激
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