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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小华（化名）
整理：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宋银丽 王丽婷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爸爸在家
附近的工地做零工、拉货，微薄的收入是
我们三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妈妈没
有 工 作 ，她 唯 一 的 爱 好 就 是 一 天 到 晚 打
麻将 ，赢钱了会给我买玩具 、衣服 ，输钱
了就拿爸爸和我出气。我就在这样的环
境中长大，从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
幸福。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2022 年 8 月 29
日，那时我刚满 16 岁，妈妈带我逛超市时，
当着我的面把一瓶高档化妆品揣进了我
的兜里。看到这一幕，我无比震惊，我想
说什么，但耳边响起了妈妈愤怒的嗔怪：

“只有这样我才可以让你过上好日子！”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当妈妈再次披着“爱”的外衣让我陪她去
超市逛逛时，我怯懦地选择了服从。渐渐
地，妈妈带着我“顺”东西成了习惯。之后
的半年，妈妈带着我先后多次“顺”走高档
化妆品、水杯、香水等。

2023 年 4 月 7 日，我和妈妈被公安机
关以涉嫌盗窃罪移送至河南省许昌市魏
都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这时我才知道，我
和妈妈盗窃的商品价值竟达 1.48 万元，已
经涉嫌构成盗窃罪。

迷茫、害怕、无助……我掩面哭泣，检
察官阿姨给我递上纸巾，温柔地说：“没有
一个孩子天生想去做错事、做坏事，我知
道你是被动的。”

感受到检察官阿姨的理解，我的不安
消散了许多。2023年 6月 8日，检察官阿姨
认为我作为一名高中生，需要继续完成学
业，对我作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
为 6个月。爸爸替妈妈退赔了全部赃款，妈
妈取得了被害人谅解。6月 27日，妈妈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

考验期里，检察官阿姨帮我安排了社
工老师。社工老师帮我建立自我认同，拉
着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亲子游戏，为我们
量身定制了家庭教育、帮教方案。检察官
阿姨还告诉我们，检察机关在辖区各办事
处设置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在社区
建立了“家庭教育指导站”，我和妈妈可以
随时去寻求帮助。

2023 年 12 月 8 日 ，在“ 检 察 官 + 社
工”的合力帮教下 ，我顺利通过了考察 ，
被 检 察 院 宣 告 不 起 诉 。 过 去 的 几 个 月
里 ，妈 妈 也 发 生 了 变 化 ，她 不 再 出 去 打
麻 将 ，学 会 了 听 取 我 和 爸 爸 的 意 见 ，家
里 开 始 充 满 欢
声 笑 语 ，我 感
受 到 了 家 的 幸
福。

妈妈，请换种方式爱我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曹聪

“感谢检察官，是您让我圆了大
学梦。我很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入学后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
还获得了学校的计算机技能大赛三
等奖！”近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检察院检察官在对被帮教对象小杰

（化名） 跟踪回访时，小杰自豪地说
着自己的近况。检察官问他是否愿
意在寒假参加“面对面话新春”帮
教活动，他痛快答应道：“我愿意用
我的故事去警醒、激励更多的人。”

小杰是虎丘区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023 年
1 月，正读高三的小杰迷上网络游
戏。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给游戏充
值，小杰就以“拉车门”方式窃得
他人财物 5000 余元。

法 网 恢 恢 ， 疏 而 不 漏 。 没 多
久，小杰被公安机关抓获。2023 年
2 月，小杰被移送至虎丘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考虑到小杰是未成年人
且还是在校学生，认罪态度好、犯
罪情节轻微，其父母也愿意加强监
管并积极退赃，2023 年 3 月 6 日，该
院依法对小杰作出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不等于不管。为挽救小
杰 ， 该 院 专 门 聘 请 心 理 专 家 及 司
法 社 工 为 其 进 行 心 理 辅 导 、 行 为

矫治，并对小杰的父母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引导小杰正确使用网络，
理性消费。经过几次帮教后，小杰
一点点远离网络游戏瘾，也重回往
日的备考状态。半年后，检察官接
到小杰的报喜电话，得知他考上了
大学。

案 已 结 ， 事 未 了 。“ 在 严 格 的
‘限游令’下，小杰是如何绕过防沉
迷系统而沉迷游戏的？”检察官进一
步调查后得知，让小杰沉迷的游戏
系一款无须实名认证即可使用和充
值的网络游戏，该游戏未取得上网
出版批准文号。

2023 年 4 月，该院联合区公安
部门、网信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成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盟，并形
成 了 《未 成 年 人 网 络 保 护 工 作 纪
要》。据此，该院及时向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移送线索，同时向涉案游
戏运营商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
公司的游戏产品做好全面排查，消
除隐患，从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设置付费充值限额、落实国家政策
规 定 等 方 面 规 范 运 营 ， 让 “ 防 沉
迷”不再形同虚设。

一个月后，涉案游戏运营商通
过引入人脸识别、巡回人脸验证等
实名认证方式，设置连续付费充值
弹窗提醒，升级风险防控等 9 项措
施，全面完成整改。为进一步评估

整改效果，该院召开公开听证会，
邀请区公安部门、网信办、文化体
育和旅游局等相关单位代表及人民
监督员担任听证员。听证会上，涉
案游戏运营商进行了现场汇报，各
听证员听取整改情况介绍后，就整
改举措、成效及技术保障等方面进
行现场提问。经评议，大家一致认
为涉案游戏运营商已完成整改，未
成 年 人 网 络 保 护 漏 洞 得 到 有 效 堵
塞，可以结案。2023 年 5 月 30 日，
该院作出终结审查决定。

制度重在落实。为推进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责任落实，“防再病”，
该院持续跟进，实地走访涉案游戏
运营商，确认游戏运营商合规管理
制度已经上墙、违法行为举报入口
已经上线，人脸识别触发场景得到
优化，涉未成年人游戏产品运营团
队及合规管理部门也已经建立。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我们将
以此为契机，继续坚持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涉未成年人网
络安全犯罪案件的办理，深入分析
案件背后的社会问题，能动履职，
凝聚部门合力，以小切口推动消除
网络监管盲区的大治理，守护、挽
救更多‘涉网’未成年人。”苏州市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聂吉波表
示。

小切口推动大治理，“防沉迷”不虚设

“案例中，朱某伙同其他同学对
被害人施暴，拍摄殴打视频并上传
至微信群等种种行为都是违法的。
希望同学们以案为戒，远离网络暴
力……”日前，湖北省武汉市黄陂
区检察院检察官联合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走进盘龙城第三中学开展普
法宣传，向在校师生重点讲解了今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下称 《条例》）。

网络时代，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在
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守护他们的身
心健康？近年来，武汉市检察机关以

“净网”专项行动为依托，综合运用建
立法律监督模型、制发督促监护令、开
展联合普法教育等方式，依法打击涉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活动，促进未成年
人网络素养提升，推动网络平台和行
政机关各司其职，深化诉源治理，合力
筑牢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防火墙”。

筑牢“防火墙”守护青少年网络晴空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李雪

让孩子不再“迷网”

打 开 手 机 ，各 色 网 络 信 息 泥 沙
俱下，成年人看到不实信息尚难以
分辨，更何况是社会经验不足的青
少年？他们太容易被不良信息影响
了 。 2023 年 3 月 ，武 汉 市 江 汉 区 检
察院办理的在读大学生刘某甲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就是一个典型
案例。

刘某甲在 QQ 群看到一则高薪
招工信息——“日结三至五位数，落
地三包，有意者联系……”他心有怀
疑，但仍联系了“招工人”，将自己名
下的 1 张银行卡及表哥刘某乙（已成
年，另案处理）名下的 4 张银行卡出
租给他人，用于信息网络犯罪支付
结算。

案发后，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的教育、挽救下，刘某甲认识到自己
行为的错误，积极退赃并自愿认罪
认罚。因为刘某甲悔罪表现良好，
江汉区检察院综合社会调查情况，
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拟不起诉不
公开听证会。之后，该院依法对其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
六个月。

“现在网络犯罪信息的表述越来
越隐晦，像刘某甲这样法律意识淡
薄、对信息分辨能力差的孩子，极易
受高薪诱惑，沦为网络诈骗活动的

‘工具人’。”在江汉区检察院检察官
助 理 秦 开 芳 看 来 ，网 络 保 护 要“ 治
标”，更要“治本”，如果不深化诉源治
理，还会有很多“刘某甲”。

那 么 ，检 察 监 督 如 何 防 患 于 未
然，避免网络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呢？

“网络信息的海量性、隐匿性等

特 点 ，是 检 察 监 督 工 作 中 的‘ 拦 路
虎’，为此我们作了一些有益尝试。”
武汉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张
卿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市检察机关
大力探索“调取数据、精准研判、堵塞
漏洞、推动治理”的未成年人法律监
督模型，旨在增强大数据思维，提高
监督线索挖掘能力，通过数据赋能助
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2022 年 3 月，武汉市某区检察院
在进行涉未成年人网络信息巡检时
发现，某行政机关门户网站上发布的
多篇新闻中，存在泄露未成年人个人
信息的风险，遂通过区大数据中心获
取数据进行碰撞分析。

经确认，有 200 余名受资助学前
儿童的姓名、就读幼儿园名字等详细
个人信息在 7 天公示期满后未及时
删除、隐藏。同年 3 月 15 日，该院依
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并及
时通知区大数据中心采取删除、隐藏
等方式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经
过诉前磋商，该院与区教育局、区大
数据中心就敏感个人信息发布、未成
年 人 权 益 维 护 等 问 题 达 成 一 致 意
见。2022 年 3 月 18 日，该院依法向相
关行政机关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推动其进行全面排查整
改，筑牢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安全
屏障。

“发布在网络上的图片、文字或
多或少会包含一些个人信息，尤其像
案中涉及到了家庭住址，更易被别有
用心之人利用。通过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我们希望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泄露的风险扼杀在摇篮里，不让罪犯
有可乘之机。”办案检察官表示。

规范网络信息发布管理规范网络信息发布管理，，将犯罪扼杀在摇篮将犯罪扼杀在摇篮

上网课、检索资料、建师生群、网
络社交、在线网游……互联网早已融
入青少年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随之而来的，也有网络霸凌、隔空猥
亵、利用未成年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
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活动。

“很多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件
暴露出未成年人网络使用不当等问
题。这就需要检察官在依法惩治犯
罪的同时，兼顾帮教与引导工作，多
渠道、多维度提升涉案未成年人自护
意识和法律意识。”武汉市洪山区检
察院未检检察官李凤在向记者讲述
小可的故事时如是说。

2021 年 6 月，不满 14 周岁的小可
在网上结识了 21 岁的务工男子柳某
某。不谙世事的小可被柳某某的花
言巧语哄骗，应邀与其线下见面。见
面后，柳某某将小可带至某小区消防
通道内行猥亵之事，后又以曝光二人
网络聊天记录相威胁，多次将小可带
至同一地点实施犯罪。

2022 年 1 月 14 日，在一次次的胁
迫下，小可精神几近崩溃，最终选择
将此事告知家人。同年 5 月 7 日，洪
山 区 检 察 院 依 法 对 柳 某 某 提 起 公
诉。2022 年 5 月 27 日，法院以猥亵儿
童罪、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柳某某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小
可经常在半夜与柳某某联系，这反映
出小可父母对于孩子使用网络情况
关注较少，存在监护不当等问题，遂
依法对小可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帮助其提升监护能力。

检察官从小可父母处得知，小可
出事后常常表现出焦虑、恐慌情绪，
便及时引入专业力量，联合司法社
工、心理咨询师对小可开展心理疏
导，并为其申请了司法救助。目前，
小可经过多次心理治疗，已逐渐走出
阴霾，回归正常生活。

“让孩子安全上网，远离网络伤
害。”这既是家长的期盼，也是未检检

察官努力的方向。武汉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黄静表示，推动网络空间治
理，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
转，势在必行。

据悉，早在 2017 年，武汉市检
察机关就曾办理过一起利用网络隔
空猥亵未成年人案件。该案填补了
网络猥亵行为在定罪量刑方面的司
法实践空白，后来入选最高检指导
性案例。

2023 年以来，武汉市检察机关积
极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
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深 入 推 进“ 净 网
2023”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立
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职责，坚持“零
容忍”的原则，依法从严打击利用网
络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审查起
诉各类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件 65
人，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9 件，办理民
事支持起诉案件 2 人，制发督促监护
令 7份，司法救助 8人。

惩帮救相结合惩帮救相结合，，孩子远离网络伤害孩子远离网络伤害

“《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
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 1.93 亿，未成
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2%。因法律
意识淡薄，在网络上遭受不法侵害或
者走上违法道路的未成年人不断增
加。”黄静认为，当前除完善未成年人
网络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外，加强未成
年人普法教育，促进未成年人网络素
养提升，同样迫在眉睫。

办案之余，武汉市检察机关的未
检检察官走进营业性娱乐场所、互联
网服务营业场所、直播平台公司等场
所，现场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及《条
例》等内容，助推在全社会形成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共识。

硚口区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钟
某诈骗、盗窃案时，发现赃款被钟某用
于直播打赏。经过承办检察官长达两

个月的沟通协调，涉案直播平台最终
将钟某打赏的全部赃款8万元退还。

同时，该院向涉案直播平台宣传
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屏蔽不
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直播
内容、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
服务等法律义务，帮助该平台依法规
范经营，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空间。

“2023 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联
合教育部门大力开展法治巡讲，通过
法治进校园、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
长、检察开放日等多种方式，对未成
年 人 及 其 家 长 进 行 法 治 宣 传 和 教
育。”张卿介绍说，2023 年上半年，武
汉市洪山区检察院、蔡甸区检察院检
察官先后走入武汉市广播电视台交
通广播《法在身边》栏目，向听众讲解
未成年人网络自护知识，针对社会聚
焦的“隔空猥亵”“直播打赏”“游戏充

值”等热点问题，从网络犯罪基本特
征与法律责任的角度，提供专业化解
读与针对性普法，引导未成年人了解
网络犯罪危害，增强抵御不良信息能
力，惠及受众达百万人次。

据悉，武汉市检察机关推出的原
创普法微动漫《成长路漫漫，上网当
悠悠》《检察察的虎小青之学生兼职
防骗指南篇》等系列未成年人普法宣
传短片，在武汉地铁 2 号至 8 号线全
天循环展播期间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互联网时代，良好的网络生态对
孩子成长愈显重要。我们将以《条例》
施行为契机，进一步强化融合履职，主
动对接、协同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各方力量，推动网络空
间治理，携手共护未成年人‘网络晴
空’！”谈及下一步工作，黄静表示。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强化普法宣传强化普法宣传，，促进网络素养提升促进网络素养提升

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犹如一
柄“双刃剑”，在极大方便未成年人
学习和生活的同时，也将未成年人
置于遭受更多网络侵害的潜在风险
之中，给不法分子实施侵害未成年
人的违法犯罪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
违法犯罪提供了新的空间场景和工
具手段。在海量信息的网络空间，
未成年人往往缺乏精准、及时识别
违法犯罪信息的能力，容易受到电
信网络诈骗、网络欺凌、隔空猥亵、
泄露个人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的侵
害，也可能在不经意中帮助他人实

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还有的沉迷于网络而实施盗窃、抢
劫等犯罪。无论是合法权益受到网络侵害，还是被利用或
帮助实施网络犯罪，都是涉案未成年人心中无法彻底治愈
的“伤”和如影相随的“痛”。

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网络案件时，检察机关坚持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责，将司法保护融
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等“五大保护”，依法能动履
职、融合履职、全面履职，全方位监督、全场景保护、高质效
办案，深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检察
机关综合运用依法办案、督促或指导家庭教育、强化法治
宣传等各种手段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消除网络上侵害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风险隐患，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的网络环境，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诉源治理，切实
保障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专家点评：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
法学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王贞会

大图：2024年 1月，贵州省黔西市检察院干警来到雨朵镇龙场小学，向同
学们普及网络安全等知识，并详细讲解了如何识别网络谣言等技能。

小图：2023 年 11 月，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检察官以《向校园欺
凌和网络暴力说“不”》为主题在黄陂区实验小学开展法治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