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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 本报通讯员 张 宁

  “怎么办？谭法官，孩子才16岁，这么小就留下了犯罪记

录，以后的人生可怎么办？”今年4月13日，庭审结束之后，湖南

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谭红艳接到了未成年被

告人母亲的求助电话。

  青少年一时冲动犯了罪，会不会留下案底？能不能开具无

犯罪记录证明？会不会影响以后求学、入伍、找工作……这位

母亲的一连串问题，也是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的

担忧。

  谭红艳回复道，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时

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及

免予刑事处罚的，司法机关均会将其犯罪记录依法封存，当事

人在就业、就学、入伍时无需主动告知。必要时，司法机关应当

为其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法律有‘罚’更要有‘爱’，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

初衷在于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回社会。我们不仅要帮助他们

封 存 身 上 的‘ 犯 罪 标 签 ’，更 要 帮 助 他 们 走 出‘ 心 理 阴

影’。”近日，株洲中院副院长高建明在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法律并非没有温度，法律的温暖需要人们倾

注真情来传递，在保护涉诉未成年人“预防、惩治、教化、挽

救、回归”的每一个环节，聚合全社会力量，给予他们爱和

希望，帮助他们重返正道。

率先出台实施细则

犯罪记录应封尽封

  “法官姐姐，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改过自新了，但是不管

我怎么努力，这个社会就是不愿意再接纳我，怎么办？”2015年

3月，在一次判后回访中，谭红艳面对回访对象的求助，心中

黯然。

  17岁的小明（化名）曾因轻罪入狱，出狱后，尽管他洗心革

面、重新做人，生活中却处处被拒，这成了他人生中摆脱不掉

的“污点”。

  “实际上多数的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因为一时冲动而

误入歧途，主观恶性并不十分大，经过教育和改造后，回归

社会的可能性比其他罪犯要大得多。”株洲中院刑三组副组

长陈强感慨道，“如果这些未成年人因为犯罪信息被不当泄

露而始终不被社会接受，很可能会再次跌入罪恶深渊。那

么，我们办案环节所作的教育、感化、挽救等全部努力都将

归零。”

  据介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是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

增设的制度，旨在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但由于当

时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对封存的主体、封存的具体内容和

程序以及查询的主体、内容、程序等把握不一，导致该制度在

落实中出现封存管理失范、相关部门监管失序等问题，封存不

彻底、封存不及时等致使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泄露的情形时

有发生，给涉案未成年人升学、就业、生活等方面造成了很大

困扰。

  2022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会签下发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

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涵盖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定义及范围、封存情形、封存主体及程

序、查询主体及申请条件、提供查询服务的主体及程序、解除封存的条件及后果、保密义务及

相关责任等内容。

  同年6月，株洲中院少年审判庭联合研究室成立少年审判工作领导小组，逐字逐句对照

《实施办法》，结合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深入

党委、人大、相关政府部门及县市区9家基层院调研、求证。经过3个多月实地调查、反复研讨，

该院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并下发全市两级法院试行。

  据株洲中院研究室主任邓画文介绍，《实施细则》包括犯罪记录封存流程、含犯罪记录封

存信息案件的保密措施、出具证明和封存记录查询、犯罪记录解除封存流程、责任追究等6个

章节24条具体工作规范，具体细化了犯罪记录封存、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案件的保密、出具

证明和封存记录查询、犯罪记录解除封存四大流程，实现了记录封存、查询、解封的无缝衔

接，首创设立了终审案件承办人责任制、所有涉密人员保密承诺制两大制度，明确了应当封

存而未封存等不当行为的责任追究。同时，还制定了9项相关文书模板附件，基本覆盖了目前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机制的一次积极

探索。

严格封存案件信息

帮助顺利回归社会

  “法官阿姨，我已经重新入学一个多星期了。您说得对，我犯错误的事情确实没有被泄

露，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友好。我今后一定好好读书，绝不再让您和爸爸妈妈担心。”

2023年3月，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法官何丽接到了涉罪未成年人小华的道谢

电话。

  一个半月前，小华因误入歧途，被荷塘区法院判处缓刑，责令接受社区矫正。刚开始，孩

子及其父母惶惶不安，担心社会上知道了小华的丑事，孩子心理负担会加重，无法顺利融入

社会。对此，何丽告诉他们：“只要不再违法，‘前科’就会永远封存。”

  据了解，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荷塘区法院依法对被告人犯罪记录进行严格封存保密，

及时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诉讼参与人及相关知情人送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

书》，并与相关帮教单位和人员签署保密协议，充分保护涉罪未成年人个人、家庭和案件

信息。

  按照《实施细则》规定，对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件的案件、含犯罪记录封存信息的案

件，均需在案卷上加盖“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专用章，由档案管理部门对该案中未成

年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并且同步通知司法技术部门在“智慧法院”等电子信息系统中

对案件加设“犯罪记录封存”标识，明确规定封存的案件材料不得向任何平台提供或者授

权相关平台对接，不得授权网络平台通过联网直接查询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同时，严格规

定查询和解封主体、条件、流程及不当泄露的法律责任，实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全流

程、全覆盖管理，用制度焊实可能泄密的每一道口子，确保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材料“应

封尽封”。

  《实施细则》出台以来，全市法院共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53件65人进行了封存，按流程送

达封存权利义务告知书、封存决定书、封存通知书、保密承诺书等300余份，最大限度保护了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成功引导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共建共治齐抓共管

构建“1+4+N”大格局

  2022年5月，株洲中院院长陈坚受聘担任株洲二中法治副校长，全市法院81名资深法官

受聘，成为校园法治宣传教育“主力军”。他们充分利用学校普法“主战场”，进行未成年人保

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治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良好氛围。

  2022年12月7日，在发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通知书》的同时，天元区人民法院向未

成年被告人的母亲一并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其多关注被告人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

需求，加强监管和教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承担其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与此同时，全市法院进一步强化涉案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司法救助、帮扶帮教等审判

延伸工作，以司法建议为牵引，紧盯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多发的薄弱环节，针对执法办案过

程中发现的重点行业、场所、群体的监管漏洞和问题线索，向相关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书47份，

融合更多力量参与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源头治理。

  《实施办法》出台后，尽管株洲市公检法司四部门根据司法实践均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囿于职能所限，相互之间衔接、协调仍有不足。今年3月，株洲

中院向市委提交提案，提请构建“党委牵头、公检法司四部门协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

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1+4+N”大格局，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建共治、齐抓共管的涉诉未成

年人服务保护体系。

  “法贵在行，也难在行。有爱，则行有灵；与众，则行致远。”陈坚表示，司法应该给涉罪未

成年人再多一些包容、关怀和保护，让他们在全社会的共同关爱和呵护下，坚定前行的心，跨

过路上的坎，重新起航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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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赵宇嘉

  “你怎么又在刷短视频？”

  “不刷短视频你就Out了！”

  “你也不看看自己成绩怎么样！”

  ……

  这是四川成都王女士家经常会出现的对

话。王女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她儿子小鹏

正在上初中，近段时间十分沉迷刷短视频，放

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刷短视频，晚上睡觉后

还偷偷蒙被子里刷，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记者采访发现，像小鹏这样沉迷刷短视

频的未成年人不在少数，不仅严重影响学习

成绩，还容易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让很

多家长头疼不已。

  2022年3月至6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对我国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3万多名10岁至16岁的中小

学生进行调查显示，33.4%的青少年不同程度

地对“我不能忍受没有手机”表示同意。这表

明这部分青少年可能已对手机产生心理依

赖。同时，有超过1/3的青少年可能因使用手

机而影响了学习和生活。

  对此，近日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未

成年人过度沉迷短视频，可能导致与现实世

界脱节，从而影响其身心健康。在未成年人媒

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中，不仅需要学校和专

业人士的参与，更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注

意培育和引导。同时，还应该提高青少年模式

的吸引力，量身打造、专门定制更多优质的内

容，满足未成年人多元的使用需求，共同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孩子沉迷刷短视频

成瘾容易戒瘾很难

  “天天回到家就刷短视频，有的时候接他

放学，在回家的路上也看个不停！”王女士抱

怨道，尤其是一些短视频App的沉浸式界面，

让孩子看不到手机状态栏的时间，“一看起来

就没完没了”。

  “有时候跟我说就看一会儿，结果等我出

门买完菜回来，他还在看。”王女士说，现在孩

子写作业的时候，要随时去他屋里检查一下，

好几次抓到他边看视频边写作业。

  面对孩子下降的考试成绩，王女士倍感

焦急。为此，她曾多次苦口婆心地与孩子谈

心，希望能通过沟通让孩子戒掉刷短视频的

“瘾”，但收效甚微。

  对此，来自河南新乡的刘云（化名）也深

有体会。“我弟弟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出

手机刷短视频，连吃饭时也舍不得放下手机，

作业也不着急写。放假的时候，几乎一整天都

在看，我们都拿他没办法了。”

  据刘云介绍，他弟弟是一名三年级的小

学生，由于家里长辈比较宠着他，所以他要

玩手机就会给。弟弟经常看一些搞笑视频，

并且学视频里的博主说话。“现在注意力越

来越难以集中，写作业总是走神，动不动就

蹦出几句短视频里的热词，或者边写作业边

哼网络神曲。”

  同样被孩子沉迷短视频问题困扰的，还

有河北邯郸的郝女士。郝女士的女儿现在正

在读高中，“她之前数学成绩不太理想，其他

科目成绩都还不错，但沉迷短视频后，各科成

绩都下降了不少”。

  郝女士告诉记者，女儿现在住校，只有周

末才回家，但是只要从学校回来就躺在床上

刷手机。“比起成绩的下滑，我更担心她的身

心健康。一放假就在家里刷短视频，也不跟同

学出去玩，人变得内向了很多，视力下降严

重，体重飙升到了160

斤，再这样下去可怎么

办啊？”

  江苏南京陈丹（化

名）的孩子今年才3岁，迷

上了短视频之后连最喜欢

的童话书、动画片都不看了。

“从前我一回家，她就让我陪

她看书、搭积木，最近可闹腾

了，非缠着我要手机玩，真让人担忧。”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

运用报告（2022）》显示，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

已近饱和，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99.9%，显著

高于73%的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其中，除了玩

游戏、上网课，刷短视频也是未成年人上网

的主要内容。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大部分未成年人

在刷网络短视频时并不会打开青少年模式，

部分未成年人为了“戒掉”短视频，曾尝试开

启青少年模式，但没坚持多久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它限制了我看的时间，时间太短

了，而且开启青少年模式后，里面的内容也不

好看了。我背下了父母的身份证号，躲过青少

年模式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一名来自河北

保定的初中生告诉记者。

  绕过青少年模式后，一些不适龄的、暴力

的、低俗的短视频内容，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甚至还存在被诈

骗的风险。

短视频不良内容多

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为什么未成年人会沉迷刷短视频？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看

来，现在沉迷短视频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因

为短视频本身短小精悍，能够在创作上抓住

不同人的兴趣爱好，并根据算法进行针对性

的推荐。它不仅对未成年人，对成年人也很有

吸引力。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

昕说，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的主要原因是，在

现实生活中，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在

同伴关系中没有感受到支持或者温暖等，而

刷短视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空缺。同

时，短视频有及时反馈的特点，而学习是个漫

长的过程，不会得到及时反馈。久而久之，就

会导致他们更愿意把注意力投向短视频。

  那么，长时间观看短视频会对未成年人

心理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张昕说，长时间刷短视频会使未成年人

习惯于及时反馈，而忍受不了延迟反馈，对未

成年人的注意力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此外，

对于一些不适宜内容，未成年人可能没有办

法去辨别，从而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短视频

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敏认为，

长期观看短视频，会让未成年人沉浸在这种

舒适、简单的环境中，而不愿努力学习。同时，

短视频的创作者往往为了更多的流量而创作

博人眼球的主题和内容，数量庞大的短视频，

制作水平参差不齐，信息量大、多、杂，长此以

往，会影响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大成律师事务所中国区科技、传媒及通

讯全球行业组牵头人刘骥律师说，短视频通

常采用快节奏和刺激性的内容，容易使未成

年人上瘾，忽略学习、运动等其他有益的活

动。同时，长期观看短视频可能会导致人们的

注意力难以集中，影响学习和工作。

  “过度沉迷短视频，忽视面对面社交与互

动，可能导致与现实世界脱节，使未成年人变

得孤僻。此外，

短视频中还可能

包含暴力、血腥或色

情等内容，这些内容还会

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心理健

康。”刘骥说。

  “家长、学校、社会和社交平台

各方应该联合起来，为保护未成年人免

受不良内容的侵害而共同努力。”刘骥说，

制度层面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加

强监管、违法必究。社交平台应加强自我监

管，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来限制不良内容的

传播，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学校和社区应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帮助未成年人更好

地认识沉迷短视频的危害。最关键的还是家

长，应该以身作则，多阅读、少看手机、不刷低

俗短视频，引导未成年人选择适合的内容。

  刘骥建议，家长应该认真监督孩子观看

短视频的时间以及内容，并在必要时指导他

们如何选择适合的内容。例如，在家庭中设定

一个特定的观看时间段，以避免孩子过度使

用手机和其他数字媒体。同时，利用各种工具

来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如设置手机应用程

序、浏览器插件等。最核心的还是培养孩子的

自制力，教育孩子如何控制自己的冲动，更好

地管理自己的行为和习惯。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智媒

研究中心副主任蒋俏蕾同样认为，在未成年

人媒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中，不仅需要学校

和专业人士的参与，更需要发挥家庭作为未

成年人成长重要环境的作用，需要家长在日

常生活中注意培育和引导。

青少年模式待完善

家长更应以身作则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平台内容有利于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各大平台也在积极推出

相应举措。

  抖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抖音未成年

人守护专项工作组从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

后处置等环节严密监测、防范，通过上线多种

风控模型策略，深入挖掘清理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规内容、话

题及账号，对相关内容、话题进行事前拦截、

下架删除等处罚，对相关账号进行相应处罚，

严格处置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良

内容。此外，抖音在寒暑假等重要节点，还针

对不良价值观、无底线追星、诱导打赏等内容

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确保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安全上网。

  早在2018年7月，抖音就推出青少年模式

实验版。2021年9月起，抖音推出平台史上最

严防沉迷措施，14岁以下实名用户全部进入

青少年模式。此后，陆续推出合集功能、适龄

推荐、语音搜索、识万物、护眼提醒等独家特

色功能，满足未成年人身心发展和探索世界

的需要。

  微信视频号青少年模式通过搜一搜的指

尖搜索即可快速开启“青少年模式”。现在，只

要在聊天页面发送“#微信青少年模式”或“#

青少年模式”等，点击蓝色字样即可跳转进入

微信“青少年模式”的专题页，做到了一键便

可开启青少年模式。

  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微信已具备全员弹

窗、监护人授权、独立密码、时长限制、禁止消

费、限制互动等能力，覆盖视频号全场景，为

未成年人增设多重保护。“时间锁”由平台自

动开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同时，视频

号还在行业创新推出“直播授权”功能，即在

微信青少年模式之下，孩子只需向监护人提

交申请，获得“同意”之后，即可尽情享用阳

光、丰富的直播内容。

  其他含有短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与抖

音和微信视频号类似。记者逐个打开短视频

平台发现，页面都会提示是否开启青少年模

式。进入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后，推荐的

内容与成年人的内容有很大区别，可以看到

平台推荐的都是动画片、教育类等适龄

内容。

  但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孩子都是用家中

长辈的手机刷短视频，让青少年模式的效果

大打折扣。

  “不少未成年人用家长的设备、家长的

账号去上网，如果家长没有做好这方面的管

控，那么平台的举措也很难有用。现在的问

题是连家长也沉迷短视频，家长的言行对未

成年人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家长方面的管

控才是最有效的。”刘德良说。

  “提高青少年模式的吸引力，根本上是

要了解未成年人的短视频使用习惯。”蒋俏

蕾说，未成年人不是低龄的成年人，青少年

模式也不应是“简配版”的短视频应用。现有

的青少年模式出于保护的考量，大多采取了

“做减法”的思维模式，从现有内容中剔除可

能对未成年人存在风险的内容，保留下适合

未成年人群体的健康内容。然而，白水虽然

健康，但也可能索然无味。

  蒋俏蕾认为，保护并不意味着限制，保

护应该与发展并重。因此，与其“做减法”，不

断地对未成年人说“不”，不如换成“做加法”

的思维模式，为未成年人量身打造、专门定

制更多优质的内容，满足未成年人多元的使

用需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青少年模

式的吸引力。

  “期待青少年模式进一步迭代完善，成

为吸引未成年人爱用、家长积极开启、亲

子家庭共用的视听创意学习成长空间。”蒋

俏蕾说。

《沉迷》 漫画/高岳  

孩子没完没了刷短视频怎么办
记者调查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