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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
节即将来临，5
月27日，最高检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聚焦未成年
人保护的热点话
题。预防未成年
人 违 法 犯 罪 建
设、完善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惩防
机制、防治校园
欺凌、保护留守
儿童……最高检
亮出检察机关去
年以来成绩单、
体制机制探索工
作。据介绍，《未
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这两部
我国未成年人相
关重要法律，今
年已列入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现正在紧锣
密鼓修订中。

最高检：严惩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
2018年以来批捕2969人，《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修订

去年，“湖南沅江12岁男孩弑
母案”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刑事
犯罪引起广泛关注，这也凸显我
国目前的法律对实施犯罪的未达
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缺少有效矫
正措施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
长史卫忠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针对未成
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多种

实体处遇措施，供司法机关根据涉
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加以适用，
以实现矫治的个别化和有效性。”

5月27日，史卫忠在发布会上
透露这一机制的最新进展：罪错未
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已启动调研。

推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机制建设，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除了上述的完善罪错
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还要探
索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教机制。

去年以来，检察机关共对罪
行较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批准
逮捕3.89万人，起诉3.17万人，保
持必要的司法惩戒；对涉嫌轻微
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依
法从宽处理，不批准逮捕 1.27万
人，不起诉1.42万人。

同时，要更加严格规范地落
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
史卫忠表示，2018年以来共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8187人，帮教考察

期满后不起诉4700人，起诉238
人。推行心理干预、亲职教育等
科学帮教手段，依靠专业力量开
展精准帮教，案件办结之后坚持
跟踪帮教，确保涉罪未成年人顺
利回归社会。

针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管理
服务工作也在不断完善。

比如重庆等地检察机关在参
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针对涉嫌
黑恶犯罪未成年人中闲散未成年

人居多，“学历低、年龄低、认同感
低”的特点，分析认为除了家庭、个
人问题外，相关部门督查、管理不
到位、社会引导缺位也是重要原
因。因此向公安、教育行政等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推动加强重点部位
防控，健全学生学籍管理机制，严
防辍学肄业或被劝退开除的学生
被黑恶犯罪势力拉拢，共劝返失学
辍学学生1569人，从源头上减少
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的发生。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
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是备
受关注的话题。史卫忠表示，要
从重从严惩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犯罪。2018年以来对
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批捕2969
人，起诉3593人。

比如，江苏镇江市检察院在
办理刘某溺杀 8 岁留守儿童案

中，严格审查证据，依法提起公
诉，并提出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
得到法院采纳。湖北、福建、陕西
等多地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法院
部署开展严厉打击侵害农村留守
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民
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势在必行。
在最高检部署开展的未成年人

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
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中，试
点单位对监护人侵害、遗弃、忽
视未成年人，导致未成年人处于
危险状态的，依法建议、支持有
关部门、个人申请法院判决撤销
监护权 89件，同时提供安置、就
业就学、心理疏导等司法救助
4750人次。

“如崔某性侵害、虐待亲生子
女，孩子母亲也不管不问，导致几
个孩子陷入生存困境。”史卫忠表
示，“检察机关在依法追究崔某刑
事责任的同时，建议民政部门申
请法院剥夺了二人的监护权，由
民政部门进行监护，尽力为被害
人创造健康监护环境。”

此外，还要推动建立健全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保护长
效机制。比如，江苏苏州吴江区
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外来务工
人员杀死幼子案时，积极调研流
动儿童、困境儿童权益保障问
题，推动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联
动指挥平台搭建困境儿童保护
三级网络。

（王俊）

校园是青少年学习的场所，
校园安全近年来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

史卫忠介绍，2018年以来，对
校园欺凌犯罪共批准逮捕 3407
人，起诉 5750 人，有效震慑校园
欺凌犯罪。

记者注意到，最高检下发的
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中，选择了

一起由校园暴力引起的正当防卫
案件，明确未成年人在受到校园
暴力侵害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任何人都可以依法介入保护，以
维护被侵害学生合法权益。

在校园安全管理方面，2018
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建议书》（下称“一号检察建

议”），建议推动幼儿园、中小学校
园安全建设，有效预防和减少教
职员工性侵害幼儿园儿童、中小
学学生违法犯罪发生。

同时最高检将检察建议书下
发各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结合本
地实际，共同做好监督落实工作。

“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教
育部高度重视，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
害学生工作的通知》等规定。

史卫忠表示，目前最高检联
合教育部或者单独派员赴四川、
河北、江西、上海、江苏、福建、甘
肃、内蒙古等省份进行调研督导，
深入中小学、幼儿园，检查督促

“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
不过，他也提到，包括一些检

察人员在内，对落实“一号检察建
议”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导致
工作停留在面上。一些地方学校
领导、老师对“一号检察建议”的
主要内容并不知晓。“前不久某地
甚至又发生了男性宿舍管理员猥
亵女生的案件。对此，我们已督
促有关学校立即整改，并对涉嫌
犯罪人员依法追诉”。

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
为如何惩防？史卫忠称，要推行
专业化办案机制。

最高检推行由专门的未检检
察官办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齐
某强奸、猥亵儿童案就是一件典
型案例。

齐某是一所小学的班主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齐某将班里
多名不满12岁的女生单独叫到学
校无人的宿舍、教室等地方，甚至

带到校外，进行猥亵或者强奸。
他还在晚上熄灯后，以查寝为名，
多次到女生集体宿舍猥亵女生。

该案终审认定齐某犯强奸
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
权利一年；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但某省检察院认为该案终审
判决确有错误，提请最高检抗诉。

最终，2018年7月，最高法院

终审判决原审被告人齐某犯强奸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最高检对齐某强奸、猥亵儿
童案等典型案例进行整理，下发
指导性案例，进一步统一办理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法律适用
和证据审查标准。

史卫忠透露了一组数据：

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对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 5.42
万人，起诉 6.76 万人，成功指控
了米脂砍杀学生案，携程亲子
园、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一批
社会高度关注的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还牵头建立
健全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
和及时发现机制，也具有较好的
社会意义。

比如上海市检察机关联合16
家单位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和入职
查询制度，以防止有性侵害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从事与未
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

浙江杭州等地检察机关推动
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
告制度，要求医疗机构和人员发
现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线索的
要及时报告公安和检察机关。

关键词4 留守儿童 从重从严惩治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

关键词3 校园欺凌 未成年人遇校园暴力可以正当防卫

关键词2 惩防性侵 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关键词1 帮教矫治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启动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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