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今日时评
2019.10.29 星期二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侯培华 E-mail：wbpl@pdsxw.com

□麦嘈

山东枣庄一位 67 岁妇女自然
怀孕产女的新闻近日引发广泛关
注。10月26日，高龄产妇田女士顺
利产下女婴，目前孩子情况良好，各
方面指标都很正常，仍在 ICU 中观
察。提到当初怀孕，田女士称完全
是个意外，一开始并不打算要这个
孩子，但在老伴黄先生的坚持下，孩
子后续产检都很顺利，最终老两口
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见今天本报
A11版）。

67岁生育，说起来是一件稀罕
事，遇到的社会和家庭压力可想而
知。老两口的子女都坚决反对父母

的决定。但老两口心态很好，直言自
己有退休金，不需要拖累子女。谈
到网友对孩子未来的担忧，老两口
说：“我们奔着120岁活呢！”我们当
然希望老两口健康长寿，但高龄生育
的现实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医学上，
产妇大于35岁即属于产科高龄（临床
上年龄不是高龄的唯一指标，还有其
他很多因素）。高龄产妇怀孕前期就
可能遭遇多种疾病，怀孕中可能会
流产、胎盘前置，可能会得高血压、
糖尿病，以及孕晚期死亡……67岁
生下健康女婴，堪称生命奇迹。

当然，社会对于高龄夫妇生孩
子，其担忧不仅是生理和身体方面
的，更是未来养育和教育方面的。

如今随着辅助生育技术的日益完
善，大龄生育在医学上遇到的难题
正被逐一攻破，而另一方面，国民人
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像日本的人均
寿命已经达到男性80岁、女性86岁，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岁，这意味
着正常情况下，就算是60岁生孩子，
也足以支持到子女成年。但这么说，
是最理想的情况，生死有命富贵在
天，不好拿孩子的前途打赌。所谓我
生君已老，现实中，年纪大了意味着
精力体力相对衰减，孩子的养育和
教育，需要家庭更多的投入。

而这一切复杂因素，都是生育
当事人在做决定时需要慎重权衡
的。相信田女士老两口的决定并不

是一时兴起，对于母婴乃至后代健
康的潜在风险、养孩子会不会降低
晚年生活质量等问题，他们还是做
了诸方面的风险考虑和准备，不能
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当事人“不负责
任”。现实中，只要不违法，通过产
前诊断，就算院方、家人苦口婆心，
也不听劝阻坚持生下来，我想也没
有哪个医生会硬拦（毕竟人命关
天）。现在既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就算再有高龄夫妇怀孕要拦你也拦
不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只能是，我
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

我的看法是，无论个人赞成还
是不赞成，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无论年纪大小，生育孩子的父母都

是在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劳动力、为
国家未来贡献建设者，理应同样享
受国家和社会在生育、照料方面应
有的福利。同时，对于特殊情况的
父母和子女，除了通常的社会支援
以外，应该通过专业社工和社会组
织，提供一些特殊的帮助。在这一
点上，高龄父母遇到的问题，与失独
家庭、残障儿童家庭、罕见病子女家
庭一样，讨论的重点都应该是社会
后续支持，而不是个人选择如何、老
两口有没有退休金、养不养得起孩
子等。唯有如此，才有助于形成一
种公平公正、扶助弱势的社会文化
和舆论氛围，而我们每个人也才能
从这样的文化和氛围中受益。

争议67岁老人产女 不如讨论如何帮帮她

□南都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审议，
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
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
订草案。多名与会人员提及未
成年人的严重暴力事件，有委员
表示，对于未成年人严重犯罪和
重复犯罪的，不应再减轻处罚。

就在近日，大连 13 岁少年
杀人案引发舆论热议，刑事责任
年龄的相关问题也成为公众个
案讨论的某种自然引申。首先
必须要说，全国人大的具体立
法讨论，虽然与舆论所热议的
个案都指向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其制度逻辑却有较大差异，
立法讨论可能源于社会层面具
体问题的普遍与严峻，但并不
直接针对个案而出，接下来立
法、修法的相关进展因为法不溯
及既往的原则，也不大可能对舆
论热议的个案产生直接影响，
这是国家立法该有的基本理
性。从突发个案出发的一些立
法讨论，则亦应当着眼于未来相
关问题的制度性破解，而非为逞
一时之快，这是国家法治对立法
秩序和社会公议的既有期待。

此番立法讨论，针对《未成
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的修订草案内容进行，
尽管颇多议题指向了与《刑法》
的衔接乃至《刑法》本身的修
改。讨论未成年人严重犯罪和
重复犯罪的刑法对待问题，可视
为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违
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条款的
例外讨论，这是对多部法律所共
有事项的一种思考，包括在现行

《刑法》中，对故意杀人、抢劫、强
奸等八项重罪的刑事责任年龄
认定，已做出有别于其他犯罪的
对待。本次讨论涉及的“重罪”
刑责则是对其的进一步探讨，直
接涉及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降低
的焦点问题。而在《刑法》中被
表述为“累犯”的重复犯罪，目前
立法中有加重处罚的考虑，因为

未成年人身份而从轻或减轻的
刑法宽待，是否该因加重情节的
出现而两相抵消？

刑事责任年龄的降低与否、
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司法对待
等问题，终究不是《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通常意义被认为的“软法”可
以整体解决的，它需要立法层面
在《刑法》中的相应调整，而且不
仅是具体立法思路、措辞的调
整，还包括整个司法流程对未成
年人保护、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
犯罪问题的通盘解决。诚如此
番讨论所呈现的，应对未成年人
犯罪有其相当的复杂性，包括收
容手段的具体适用，也包括对具
体个案情况的司法判断。

社会层面对未成人犯罪的
个案判断，颇多落在年龄“一刀
切”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建议设
立审理未成年人重罪案件的特
别法庭，其实就是将罪与非罪以
及如何惩罚的判断权交给司法
裁量，而非在刑事侦查阶段解
决，这不失为解决相关争议的一
种尝试。当然这同时涉及收容
决定权后移、审前羁押措施的法
治化改造等诸多系统性、结构性
问题。

对此番正在修订程序中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舆论不乏一些想当
然的误解，每有突发恶性案件发
生，总有情绪认为《未成年人保
护法》成了“纵容未成年人犯罪”
的法律，甚至很多人一直都没搞
清楚，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究竟在哪部法律里。无论是本
次修订的两部涉未成年人法律，
还是《刑法》，其对具体社会行
为、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规范与
保护，与对违反法律行为的打击
和惩罚都是需要共生共存、同时
发挥效力的。即便是对涉嫌违
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严惩与
充分保障其各项合法权利（讯问
时应当有监护人在场，符合法定
条件的从轻、减轻不能遗漏等）
都不应当顾此失彼，这是国家法
治应有的底色和常态。

未成年人应否“重罪不轻罚”
关乎司法流程调整

□西坡

安卓手机与苹果手机的优劣，
是一个永远有热度的话题。然而安
卓阵营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短板——
预装软件太多、太乱。普通消费者
想买一部干干净净、一上手就能用
的安卓手机实在太难了。

虽然自 2017年工信部《移动智
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分发管理暂
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生效之
后，手机预装软件的乱象已经有所
收敛，但情况只是从非常坏改善到
了比较坏而已。

《暂行规定》将预装软件分为基
本功能和非基本功能两大类，要求
非基本功能软件必须可由用户方便
卸载。当下各大安卓厂商在明面上
基本是遵守这一规定的，但暗地里
做的手脚也不少。

比如有的手机一升级系统，卸
载过的预装软件又不请自来了，而
这违反了《暂行规定》的要求，“生产
企业应确保已被卸载的预置软件在

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升级时不被
强行恢复”。还有的厂商把功夫下
在自家应用商店里，新手机一打开
应用商店，就诱导用户安装一大堆
根本用不到的“必备软件”。

最可气的是，这些来路不明的
软件占用手机存储空间不说，还会
在后台自启动、读取信息、推送广
告，让手机越来越卡顿的同时还有
隐私泄露的风险。

所以每一部安卓手机在到手之
后，必须经过一番辛苦地打扫清理，
才能正常使用。这就好比买了一套
房子之后，发现里边堆放了大量的
广告牌，有些广告牌不小心碰到就
会把你家里扫描一遍，信息不知道
会传输到什么地方。100平方米的

“房子”，去除系统和基本功能软件
的“公摊”，再去除形形色色的“广告
牌”，真剩不下多少了。何况，自己

“家”里还潜伏着互联网各路诸侯派
来的“探子”，怎一个糟心了得？

年轻人相对好一些，老年人用
安卓手机简直是“任人宰割”。他们

不知道哪些软件可以卸载，不知道
如何关闭乱七八糟的推送。我每次
给老人买手机都会先打扫一遍，但
过不多久就发现他们的手机又群魔
乱舞、步履蹒跚了。所以只能隔段
时间就帮他们打扫一遍，难道安卓
手机是用来增进家庭感情的吗？

众所周知，预装软件之所以“野
火烧不尽”，是因为其中隐藏着巨大
的利益。手机厂商自我辩护称，这
是通过互联网增值的方式在硬件上
让利于消费者。可是有鉴别力的消
费者第一时间就把预装软件卸载
了，意味着代价转嫁给了那些文化
程度偏低、年龄偏大的群体，也就是
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预装软件这
门生意在本质上变成了手机厂商帮
流氓软件、恶意软件挑选“理想韭
菜”的交易。

如果真的是软件补贴硬件，为
什么不能提供两种版本供消费者选
择呢？一种是干干净净但稍微贵一
点的版本，一种是装满各种“全家
桶”但更便宜的版本。

买一部干干净净的安卓手机为什么那么难？

高龄父母遇到的问题，与失独家庭、残障儿童家庭、罕见病子女家庭一样，讨论的重点都应该是社会后续支持，而不是个人选择如何、老两口有没有退
休金、养不养得起孩子等。唯有如此，才有助于形成一种公平公正、扶助弱势的社会文化和舆论氛围，而我们每个人也才能从这样的文化和氛围中受益。

甘肃警方近日破获一起特大“民族资产解冻”电信诈骗案件，涉案资金700
余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名。警方提醒，我国没有任何民族资产解冻类的
项目，遇到该类诈骗一定要向政府有关部门咨询核实。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