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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美容消费需求日益旺
盛，相关消费市场逐步扩大。一些不法
分子瞄准假冒伪劣医美产品的巨大“商
机”，制造“美丽陷阱”。

2022 年，广州警方接到线索，经过
侦查，一个销售假冒伪劣医美产品的犯
罪网浮出水面。犯罪分子通过灌装、贴
标等手段，将成本不到 10 元的低廉材
料“摇身一变”为售价几千元的医美产
品，销售至全国十多个省份，涉案金额
超 370 万元。该案由最高检、公安部、
国家药监局联合挂牌督办。2022 年 3
月，我院依法介入该案，并迅速组建由
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干警组成
的专案组，由我担任专案组组长，从犯
罪指控和公共利益保护角度同步审查、
引导侦查取证。

假药定性是基础。被扣押的部分
肉毒毒素样品中含药品成分，办案人员
对其是否应认定为假药存在争议。为

此，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药品监管部门共同召开专题研讨会，从
肉毒毒素生产环境恶劣、毒性极大，消
费者使用后出现不良后果等公益受损
角度全面论证。结合市场监管部门的
认定意见，广东省药监局最终出具证明
认定该样品是假药。

捋清脉络是关键。犯罪分子以公
司作为违法犯罪的“保护壳”，上下游关
系复杂。我院严格审核公司财会制度、
经营模式等材料，结合言词证据，最终
确定由公司股东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被告，并借助司法审计力量，准
确认定实际销售金额。

精准处置是核心。涉案医美产品
还包括玻尿酸等医疗器械。我院从实
质危害性分析论证，认为玻尿酸等医疗
器械以针注射入体内，对人体健康存
在较大安全风险，损害了公共利益，应
当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并
主张惩罚性赔偿。对于销售假药部分
适用药品管理法，主张 10 倍惩罚性赔
偿；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医疗器械
部分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 3 倍
惩罚性赔偿。

2023年 3月，从化区法院以生产、销
售假药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分别判处吴某等33人有期徒刑十八年至
七个月不等，惩罚性赔偿金共计 3600余
万元。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
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为堵塞监管漏洞，我院向医美行业
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医
美行业健康发展；与公安机关、市场监
管等部门建立联动配合协作机制，助推
行政机关开展医美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讲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检察院
检察长彭冬松）

直击“美丽陷阱”
“儿童是未来生力军。”“六一”

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全国检察机
关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行检察
开放日活动等方式，通报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情况，多方位展现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综合履职质效，致
力于做“与时俱进”的成长守护者。

“督促开展校园网络赌博治理”
“对以拍摄童模艺术照为名，拍摄儿
童隐私照、视频并在网络上销售的
行为严厉打击”……记者从多地检
察 机 关 召 开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
为 加 强 未 成 年 人 全 面 综 合 司 法 保
护，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通过
审 查 起 诉 、 配 合 开 展 专 项 行 动 等 ，
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
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5 月
29 日，江苏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并发布
了 6起典型案例。近年来，该省检察
机关采取各类举措对未成年人开展
全方位保护，在办理未检案件的同
时，同步启动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
护 机 制 ， 对 被 害 人 开 展 心 理 疏 导 ，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并进一步开展
诉源治理，推动解决未成年人保护
中的痛点难点和深层次问题。5 月 31
日，山东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2023

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 4660 人，为 1454 名未
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救助、为 2147
人提供法律援助，向生活困难的未
成年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5 月 31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召开的

“法治护成长 携手向未来——未成
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新闻发布会指
出，全区检察机关以开展“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为契机，在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中推动形成司法救助、心
理疏导、生活安置、控辍保学、社
会帮扶“五位一体”模式，2023 年
以来共救助未成年人 61 人，制发督
促监护令 1105 份，办理追索抚养费
等支持起诉案件 185件。

5 月 28 日，广东省检察院发布
《广东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白皮书》 指出，2023 年，该省检察
机关通过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184 件，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案
件 231 件，向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
责任主体制发检察建议 42 份，督促
相 关 问 题 得 到 切 实 整 改 。 与 此 同
时，广东省检察机关推动有关部门
开展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前
与在职相关违法犯罪记录查询，共
查询 80 余万人次，广州、东莞、中

山等地检察机关还牵头制定入职查
询工作细则，将校外培训机构纳入
入职查询范围。

“ 要 坚 持 法 治 教 育 从 娃 娃 抓
起。”为更好开展未检工作，护卫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注重深
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上海市检察
机关以“我为学生播法种、我为学
校解法忧、我为家长明法责”为主
线，持续推进法治副校长工作，共
有 724 名检察官担任 1039 所中小学
的法治副校长。在创新法治副校长
履 职 形 式 、 推 动 实 职 化 履 职 方 面 ，
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与普陀区教育
局共同成立检校问诊室，并逐步实
现“蒲公英检校问诊室”小程序的
上线与使用，共协助学校成功化解
侵权纠纷、行为偏差学生矫治、家
长监护不当等校园“疑难杂症”50
余件。在 5 月 30 日湖南省检察院联
合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 长 沙 市 检 察 院 、
长沙县检察院以及湖南省馨心公益
助学促进中心共同举办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现场，检察机关专门在地理
位置较为偏远的长沙县高桥镇维汉
小 学 举 行 了 检 察 官 信 箱 启 动 仪 式 ，
为师生拓展法律咨询、投诉举报渠
道，辅助法治副校长更好履职。

5 月 31 日，青海省检察院与该

省教育厅联合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
60 余名学生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青
海省人大代表、青海省政协委员、人
民监督员受邀参加。“这次检察开放
日既有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发布未
检白皮书及典型案例等严肃的工作
展示，又有法治情景剧、检察官现
场讲办案故事这种生动活泼的现场
呈现，让人耳目一新。”全国人大代
表、青海省门源县第二寄宿制初级
中学教师郭金萍说。5 月 30 日，河
北 省 检 察 院 举 行 检 察 开 放 日 活 动 。
据介绍，该省检察机关依托“冀望
望”法治宣讲团，组建石家庄市检
察院“春晖”、邯郸市邯山区检察院

“琢玉”等特色冀检护“未”品牌，
在 2023 年开展“法治进乡村”等法
治巡讲 3420 场，举办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介绍会 422 场，打
造精品法治课 109 个。5 月 31 日下午，
安徽省检察院邀请合肥市南门小学
的 20 余名学生走进检察院，参观红色
展馆、检务工作区，观看普法动漫、情
景剧，参与互动式法治课，用新鲜的
知识、新奇的体验、新颖的教学让学
生们增强法治意识。

“紧张有序的审、控、辩环节让
大家意犹未尽！这样的形式让孩子
们 更 加 直 观 深 刻 地 了 解 到 法 律 知
识！”在 5 月 31 日河南省检察院与郑
州、信阳两地检察机关联合举办的
检察开放日活动中，郑州市第九中
学海军航空实验班的学生们开展了
模 拟 法 庭 活 动 ， 通 过 扮 演 检 察 官 、
法 官 、 辩 护 人 等 不 同 角 色 ， 完 整

“再现”庭审过程，该校副校长陈晓
对此高度评价。

为更好提炼办案经验、实现高
质效履职，检察机关注重强化数字
赋能，更好做实做优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在 5 月 29 日召开的浙江省检
察院新闻发布会上，该院正式发布
了“浙里花开·未成年人检察综合
司 法 保 护 平 台 ”， 通 过 贯 通 “ 检
察+”协同共治平台、大数据法律监
督 平 台 等 ， 做 到 保 护 、 预 防 、 帮
教、监督、维权的一站式管理。5 月
28 日，山西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该省检察机关在三级检察
院 全 覆 盖 的 未 检 品 牌 矩 阵 基 础 上 ，
研发出医疗领域强制报告网络预警
模块，完成 28 个试点医院的系统改
造和业务培训，让医护人员在发现
侵害未成年人线索时可以一键报告。

（本报见习记者张雪莹 记者肖
俊林 吴杨泽 王鹏翔 江苏烨 卢志
坚 史隽 王福兵 匡雪 刘立新 张吟
丰 韦磊 马会平 王丽坤 单曦玺 通
讯员徐 蕾 蕾 郭 少 良 张 叶 青 孟 健
王映 朱敏 任佳 叶子）

各地检察机关通报强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工作情况

检察卫士交出“护苗”成绩单

近日，贵州省黔西市检察院干警前往素朴镇红星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活动中，检察干警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校园欺凌等内容，以案释法，引导学生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通讯员吴万相 杨春摄

法治阳光浸润少年心田

（上接第一版）

温度：“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孩子们的幸福指数”

“儿啊，你怎么就染上了网瘾？是妈妈害了你，更是你自己害了自己。妈妈这几
天夜夜失眠，以泪洗面……”这是四川省成都市检察院“亮晶晶”团队检察官丛林办
理的一起案件中，妈妈写给涉嫌盗窃罪的儿子小帅（化名）的信。通过社会调查和心
理评估，检察官发现，小帅的妈妈平时工作繁忙，且对其管教严厉，这导致性格内向
的小帅自信心不足，从而选择逃避现实，在网络空间里寻求认同，又因没钱上网实
施了盗窃犯罪。

同样是涉嫌盗窃，曾经考入高中重点班的小龙（化名）伙同他人 3 次采取“拉车
门”手段窃得现金财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该案时，通过与家
庭成员会谈、心理测评等方式发现，小龙的父母存在棍棒教育和溺爱两种极端，导致
小龙在青春叛逆期出现早恋、逃学、结交不良朋辈等情况，并在案发后“躺平摆烂”。

对于小帅和小龙这样主观恶性不大的“问题少年”，怎样才能给他们按下“人生
重启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正是落实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集中体现。

丛林在办理小帅涉嫌盗窃罪一案时更是“现身说法”，通过讲述自己从“网瘾少
年”成长为检察官的故事，解开小帅的心结。“在对他作出附加‘网瘾戒除计划’的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后，我们团队和老师、社工、心理咨询师开始逐步用运动、读书、
社会公益劳动‘置换’小帅的上网时间。同时，在我们的家庭教育指导下，小帅妈妈
也开始增加对小帅的关心、交流，母子关系逐渐融洽起来。小帅最终考上了心仪的
大学。”丛林说。

2023 年 11 月，全国检察机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推进会强调“立足检察职
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据了解，近年来，检察机关准确把握未成
年人司法工作规律，依法规范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深入开展罪错未成年人观护
帮教、保护处分等工作，深化构建集“打击、保护、帮教、预防”于一体的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工作体系。

例如，2022 年以来，苏州市检察机关创新探索罪错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工作矩
阵，联合辖区企业、特色乡村以及社工组织激活运转、转型升级了一批高水平观护
基地，构建工作机制，探索打造学校型、企业型、社区型、乡村型 4 种类型的观护帮
教矩阵，完善帮教措施、保障机制，助力罪错未成年人“重启人生”。

如今，精准帮教已经成为衡量“高质效”的重要标准。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充分结合地
域特点和个案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帮教工作，可谓“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家庭教育指导”也是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惩治与预防的重要方式。早
在 2021 年 10 月出台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检察机关针对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可以责令
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据了解，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办案，针对性督促、引导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共制发督促监护令 5.7 万份，其中向涉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制发 4.3万份。

“事实上，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远比‘一诉了之’更加复杂。检察官需要辩证考量未成
年人犯罪的普遍性与个案的特殊性，充分考虑法律专门规定、社会基本伦理和公众普
遍感受，努力做到‘法理情’有机统一，做到于法有据、宽严适当。”最高检第九检察厅二
级高级检察官张寒玉这样总结，“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孩子们的幸福指数。”

力度：推动分级干预，坚持综合治理

司法办案发现，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通常是由轻及重、逐渐恶化的过程，一旦
错失最佳矫治教育时机或者干预措施不当，未成年人可能实施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近日，山东省一些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被送入
该省首家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学校——成武县安骥学校就读，开启了新的学习之路。
记者了解到，2023 年以来，在检察机关的促推之下，山东、河北、福建等地实现专门
学校“零”的突破。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专门学校成为教育和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有
效场所，也是分级干预的一条重要通道。《2023—2027 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
要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工作机制，根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严重程度、身心
发育程度、心理偏常状况、日常表现和生活环境等情况，依法采取分级分类的干预
措施。

走进长廊，能看到动态展示的涉未成年人典型案例，涉罪未成年人在帮教期间
写下的学习日记，布置温馨、可用于心理测评的谈话室，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
知识，前来参观学习的孩子们的感言……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起点基地”不仅
是一个未检综合办案区，还是普法教育基地。

这只是检察机关加强对未成年人普法宣传的一个生动缩影。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
的普法责任制要求，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已建立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 2100 余个。

无论是建立普法基地，还是推动专门学校建设，都是检察机关“坚持抓早抓小，
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制”的重要内容。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各级检察院依托法定职权构建起维护未成年人权益
的制度和机制，有效发挥‘四大检察’职能，融合各种积极力量，不断提升保障能力，
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时延安认为。

（上接第一版）
这种通过情景剧来进行法治教育

的方式也令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文
安县大围河回族满族乡大围河中心校
教师宋志慧深受触动：“情景剧情节
生动，寓教于乐、化教于心。剧中展
现的欺凌行为令人痛心，也警示我们
要对校园欺凌及时干预，通过预防教
育、加强监管、检校合作等方式，共
同为孩子们构筑法治蓝天。”

“今天的情景剧中令我最感动的
地方在于，旁观者没有视而不见，而
是向冷漠行为说‘不’，并有效制止
了欺凌的进一步扩大。”首都师范大
学教授席小华告诉记者，除了欺凌者
和被欺凌者外，校园欺凌对旁观者的
影响也很大，他们可能会因此对人际
关系冷漠，甚至可能在不良行为的影
响下成为新的欺凌者。“在校园欺凌
干预工作中，应当关注数量很大的旁
观者，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观念，让他
们成为正义的捍卫者。”席小华说。

大手牵小手，勇敢向前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孩子们成
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法 治 情 景 剧 后 ， 来 自 浙 江 、 四
川、山东的 3 位检察官向大家深情讲
述了 3 个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办
案故事。

在这些办案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涉
案未成年人将“止咳药”（右美沙芬）当

“快乐药”服用时，检察机关促推相关部
门开展青少年药物滥用专项整治，如今
右美沙芬已被纳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
录；可以看到检察官为涉案网瘾少年制
定专门的矫治方案和家庭教育指导课
程，促其戒掉网瘾考上理想大学；还看
到检察官智斗网络“大灰狼”，通过技术
手段恢复聊天记录，使隔空猥亵儿童者
最终受到法律严惩……

“ 现 在 孩 子 们 接 触 网 络 比 较 早 ，
但她们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不法

分子的欺骗。”北京育才学校教师刘
嘉懿告诉记者，其中的隔空猥亵儿童
案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要不是班主
任发现孩子异常，引导孩子说清楚来
龙去脉，果断选择报警，后果不堪设
想。“这也提醒我们老师，平时要多关
注学生，发现他们情绪不对时，要及时
谈心谈话，挖掘出潜在的问题。家长也
要摒弃陈旧的观念，不能在孩子遭受
侵害后羞于启齿，这样只会助长不法
分子的嚣张气焰。”刘嘉懿表示。

“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
雪梅也表示：“隔空猥亵儿童案件具有
隐蔽性强、受害人数多、时间跨度大、
司法机关取证难等特征。检察官将网
络‘大灰狼’绳之以法，不仅给被侵害
未成年人心理慰藉，更对潜在犯罪分
子形成震慑。”孙雪梅认为，现实中不
少 孩 子 遭 遇 隔 空 猥 亵 后 不 敢 告 诉 家
长，或家长得知后不知如何处理，这说
明 不 仅 需 要 对 未 成 年 人 普 及 法 律 知
识，也应该加强对家长的法治教育。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家庭、学校、
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缺一
不可。”孙雪梅说。

“3 个案例中 3 位检察官在提供专
业司法保护的同时，更对涉案未成年
人倾注了满腔真情，如时刻关心正在
戒网瘾的少年、误入歧途或者受侵害
的孩子，都让人感到法治不是纸上的
法律条文，而是充满人性的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首发集团京开
高速公路管理分公司收费班长王争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3 位检察官讲完之后，来自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王禹晴同学
以“穿越千年，法治常新”为主题讲
述了自己的法治梦想，通过想象自己
与 《史记》《西游记》 等一部部名著
中历史人物的对话，带大家体验了一
次古今法治力量的传承，让大家领略
到当代少年儿童与历史为伴、与法治
同行的道德修养和良好精神风貌。

“我从小就对历史、法治很感兴
趣。这次演讲就是想表达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法治文化博大精深。法治的
力量在于传承、正义、守护、引领。”王
禹晴介绍说，平时在学校，老师会给她
们普及法律知识，法治副校长也会给
她们带来精彩的法治课，大家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了法律的熏陶。

“法治种子”正生根发芽

披着暖阳，携着微风，还沉浸在
法治故事中的孩子们又踏上了参观之
旅，首先是体验检察科技。

“戴上手套后，把这个粉末滴入
试管中，看看它会变成什么颜色。”
在检察官的指导下，两位同学谨慎地
操作着，摇晃几下后，试管中透明的
水变成了紫色。

“变成紫色，是不是说明水的污
染程度比较轻呀？”对比桌上摆放着
的 色 卡 ， 北 京 市 第 一 六 六 中 学 初 二

（3） 班的翟冠兴同学问。
“ 是 的 ， 而 且 随 着 静 置 时 间 不

同，试管中的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
色。”检察官给大家细致讲解。

“同学们在与检察技术人员的互
动中，加深了对科技助力检察办案的
理解。”北京市第四中学德育副校长
兼学生处主任秦福表示，这也让同学
们进一步了解了检察机关在维护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站，同学们来到了检委会会
议室。

“我出现在大屏幕上了！”“你按
了赞成还是反对？”……在体验视频
追踪、投票表决等环节时，同学们雀
跃不已。“那些大案子都是在这里讨
论和决定的吗？这样的决策过程很公
正。”两位男同学兴奋地耳语。

“ 当 孩 子 们 坐 在 放 置 有 检 察 长 、
委员等桌签的座位上，经历讨论、表
决的整个过程时，神情格外庄重，眼
里闪着光芒。透过他们，我仿佛看到

了中国法治的未来。”在全国人大代
表、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城区第二
小学副校长张艳秋看来，这样沉浸式
的体验能够让未成年人更直观地了解
司法决策过程，增强他们对法律的尊
重和信仰，也激发了他们对检察事业
的兴趣和向往。

在去往第三站——检史陈列馆的
路上，不少同学围着检察官问检察工
作的日常。

“同学们，大家知道检察院是干
什么的吗？”

“是保护人民的。”
“检察院的职能很多哦，比方说

警察叔叔抓了违法犯罪的坏人，就由
检察机关来审查批捕……”

“来之前，孩子们可能不太了解
检察院。参观后，孩子们都想成为检
察官。”北京育才学校高中部语文教
师李贵安告诉记者，通过参加此次活
动，同学们把课堂中的法和实践中的
法很好地联系了起来，对法治的兴趣
也更加浓厚了。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从孩子们
身上感受到了美好和自信，我们要守
护好这份‘美丽’，以‘六大保护’合力
将暗影挡在成长之外。”全国政协委
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媛媛表示，
对于犯了错的未成年人，要坚持“预防
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

“希望能让更多孩子走进检察院，
也希望检察机关能进一步加强与教育
行政部门协作配合，携手各方力量更
好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活动结束
时，代表委员们寄语。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天，全国四级
检察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在围绕“检
教同行，共护成长”这一共同主题，集中
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数以万计的中小
学学生走进检察院、走近检察官，近距
离接触、沉浸式了解检察工作，身临其
境地体会、感悟法治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