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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志

12 月 28 日上午，广西“百香
果女童遇害案”再审宣判。广西
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
罪判处杨光毅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此前，杨光毅一审被判死刑，
二审改判死缓。此后最高院指令
广西高院对该案再审。

2018年 10月 4日，年仅 10岁
的杨晓燕卖完百香果回家途中，
被杨光毅强行抱起扛上山强奸杀
害。由于性质恶劣，此案引发舆
论强烈关注。

事实上，此案的案情并不复
杂，凶手的作案动机、手段都交代
得比较清楚，核心的问题在于罪

刑的适用。
二审改判死缓，一个重要原

因是，杨光毅有自首情节，符合认
罪认罚从宽。众所周知，在司法
实践中，死缓基本相当于凶手的
命保住了。但问题是，在此案中，
自首情节是否足以为罪犯保住一
命？

要看到，杨光毅不仅将魔爪
伸向了 10岁的未成年女童，而且
作案手段残忍，犯罪情节恶劣，造
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另外，杨光毅自首，是在他被
怀疑作案之后。对于受害者一
家，杨光毅及其家人至今也没有
任何道歉。且据受害者家属委托
律师走访发现，杨光毅曾有多次
跟踪、搂抱、骚扰其他同村多名幼
女的行为，造成多名女孩产生心

理阴影。
这些情节的存在，都直接间

接地导向一个结论：自首不能冲
淡杨光毅犯罪行为的罪大恶极程
度，以及对社会底线的严重冲击，
不足以让其受到从轻处罚。

如今，再审改判死刑，正是看
到了这一点。它不仅让受害者家
属获得一丝宽慰，此前二审引发
的一些舆论，也得到了回应。

以死刑而非死缓论处，在某
种程度上，的确是顺应了民意，但
要强调的是，它并非“不杀不足以
平民愤”情绪裹挟下的舆论胜利。

无论是基于受害者的未成年
特征，还是作案的手段、社会危害
程度，包括骚扰幼女隐藏的潜在
风险，此案最终以死刑落锤，在司
法实践层面，本身就是罪责刑相

适应原则的体现。
在任何文明社会中，针对未

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尤其是涉及
性侵或致人死亡类的犯罪，依法
从严惩处是通行做法。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
院长贺荣表示，对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一般不得适用缓刑，一般不
得假释，认罪认罚从宽要依法从
严控制，减刑要依法从严控制。
可见，以升格打击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为抓手，为未成年人群体筑
起一道更坚固的“防护墙”，是未
来立法和司法的一大发力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百香果女
童遇害案”再审改判死刑，不仅是
个案中公平正义的彰显，也是对
我国法治保护未成年人精神的有
力呼应。这只是一个开始。

“百香果女童案”改判死刑：自首非恶性犯罪免死牌

文┃沈彬

杭州的吴女士取快递被偷
拍、被恶意编派成荡妇出轨，遭遇

“社会性死亡”。如今，吴女士向
法院提起诽谤罪的自诉，已“升
格”为公诉案件。12 月 25 日，根
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的建
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
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

这起案件一波三折，从行政
拘留到刑事自诉，再到公诉立案，
可以说，是司法对公民的人格保
护跟上了网络社会的发展，是司
法机关对于新型涉网犯罪活动做
出积极作为。

在本案中，吴女士面对突如
其来的网络暴力、恶意造谣，拿出
了较真的勇气，在警方对造谣者

做出行政处罚之后，依然提起诽
谤罪的自诉。这不是一些人说的

“没完没了”，是吴女士在为所有
遭遇网络诽谤的女性探索一条维
权之路，“为权利而奋斗就是为法
律而奋斗”。

另外，本案涉及的“诽谤罪”
有其特殊性。按《刑法》的规定，
诽谤罪原则上是一个自诉罪名，
只有“告诉的才处理”，不宜全面
直接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
但《刑法》还规定，诽谤罪如果“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
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

因此，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
为吴女士讨回公道，而是对极端
的网络诽谤案立下“规矩”：严重
侵犯公民人格权的网络诽谤，可
能要走公诉程序，向诽谤者宣示

红线所在，将刑事保护打上公
屏。

这次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向公
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体现了司
法机关的司法智慧和勇气担当，
主动“跨出一步”，积极回应公民
在网络社会的法律保护需求，满
足公众的法治获得感。

要看到，基于互联网的诽谤
案件有其特殊性，网络诽谤“杀伤
力”巨大，其传播方式不同于传统
的社区传播，会严重影响人民群
众对国家法治、个人安全和社会
治理的信心，造成的社会危害也
远非被害人个人能够承受。像吴
女士那样收一个快递，就遭遇“社
死”，不仅丢了工作，社会声誉全
毁，而且精神抑郁，被无数手机屏
后的眼睛窥视。可以说，网络诽

谤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伤害，也
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一个“脐下三寸”的龌龊网络
谣言，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传统的法律救济渠道——
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自诉，
都很难起到及时制止侵害、挽回
名誉的效果，这就需要司法机关
积极作为。

本案从“自诉”转向“公诉”，
是司法机关在积极运用法律，让
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贴合网络生
活现实。本案的标杆意义在于，
将有着严重社会危害的网络诽
谤，纳入公诉案件范畴，由司法机
关主动纠问，替公民主持公道。

通过对此案的升级处理，司
法机关堂堂正正地将“保护”打上
了网络公屏。

“自诉”转“公诉”：把刑事保护打上公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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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温情故事，除了全民团
结战“疫”，还有对 2.5 亿老年人的关
爱。

不会网购，不会扫码乘车，不会网
上预约挂号和使用健康码……老年人
日常面临的困难被新冠肺炎疫情再度
放大。为了让老年人生活更便利、安
享幸福晚年，这一年，从上到下出了不
少“新招”“实招”。比如，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
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
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7类高
频事项和服务场景，让老年人的生活
从“只能”到“智能”，共享数字美好生
活。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老年人生活
从“只能”到“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