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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发力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 李志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如

何以高质效检察履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

发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作为基层检

察机关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从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探索大数据监督模

型、分级干预罪错未成年人等方面综合施策，

全力构建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新格局，打好预防犯罪“组合拳”。

  首先，全方位构建“多元共治”监管体

系。多部门联动，发挥检察机关在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工作中“发起者、协调者、督促者”

作用，把治理的重点放在依法监督、紧抓案

件暴露出的问题上。针对娱乐场所、电竞酒

店等新业态场所开展专项整治，与公安、市场等部

门建立联动监管机制，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对违规

接纳未成年人的重点场所进行整顿，遏制未成年

人犯罪滋生蔓延；联合公安、教育等部门对特殊场

所开展综合治理，形成监管的高压态势，针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督促职能机

关对落实不力的市场主体快速整改，对于拒不整

改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益诉讼；紧盯未成年人高发犯罪、易发群体和多发

领域，联合公安、教育、网信等部门开展专项治理

行动，引导树立正确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和行为

习惯。

  第二，深层次探索“控辍保学”数据模型。以

数字赋能为驱动，探索搭建专门监督模型，提升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质效。通过公安大数据管理中

心收集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未成年人户籍信

息数据，与教育部门掌握的学生学籍登记信息、

实际在校学生等数据进行碰撞。同时，综合分析、

核查辍学学生情况，对存在失学、辍学隐患的情

况，精准锁定辖区内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

辍学儿童，筛查出实际辍学未成年人。此外，针对

筛选出非正常就学的未成年人线索信息，通过公

安机关收集到的涉义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各类

线索、县域内行政处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刑事

犯罪记录等数据进行初步筛查、调查核实，进行

综合研判，明确监督方向，依法督促相关部门及

时有效保障失学辍学未成年人重返校园，形成控

辍保学强大合力。

  第三，多维度优化“分级干预”精准预防。创

新“一站式”网格化机制，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工作同地方网格管理体系相结合，形成全区全

覆盖“未检+网格化”预防模式，促推罪错未成年

人分级干预体系建设。一是重点排查辖区初中

毕业未升学的未成年人，对存在监护缺失或不

良行为等问题隐患的未成年人，掌握情况、跟

踪管理，防止失管失控。二是针对一般违法行

为和对于实施严重不良行为或触刑行为的未

成年人实行包联机制，创新“四包一联”举措

监管，守住其犯罪“预警线”；对于多次违法和

低龄够罪不够罚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开

展专门教育或专门矫治，引导其回归正途。

对于已实施犯罪但系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

由专门学校制定帮教计划，切实预防再犯。

三是拓宽学校法治教育路径。持续做实法

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等工作，加快观护帮

教基地和德育学校建设。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民

检察院）

《九部的检察官》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

　　近日，聚焦未检检察官的电视剧《九部的检察

官》播出。该剧讲述了转岗至未成年人检察部的主任

雷旭，与未检检察官都子瑜、书记员杨甜、法警徐张

荔及检察官助理刘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用心呵

护少年、以爱浇灌未来的故事。

　　剧中看似毫无关联的几个案子，却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九部的检察官们一步步查出案件背后的真

相。本期【追剧学法】，由《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

北京康达（海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芳带大家一起

来看看九部的检察官们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

　　场景一：雷旭作为法治副校长到翎华中学开展

“法治进校园”普法宣传。宣讲后，女学生姜筱洁单独

约雷旭见面，并说出自己遭遇性侵的经历。当雷旭准

备带她去报警时，姜筱洁却又后悔说出这件事，然后

便失踪了。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后，应该如何做？

　　现实中，未成年人一旦遭遇性侵，应立即告诉家

人或老师，并尽快报案。尝试保留现场和证据，不要洗

澡或更换衣物。警方会安排进行身体检查和收集证

据。同时，可以寻求法律和心理咨询帮助，了解自己的

权利并保证安全。

　　我国法律对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有诸多专门保护

措施，如设置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要

求特定职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

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被性侵

害的报案、控告、举报，应当及时受理，迅速审查，符合

刑事立案条件的应立即立案侦查。同时，法律援助机

构会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提供法律援

助，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此外，对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法律提供了特

别的诉讼时效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遭受

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

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这为成年后的受害人提供

了更多的法律救济机会。同时，司法实践坚持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加强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

　　场景二：姜筱洁失踪后，网上曝出了翎华中学一

段校园欺凌事件的视频。视频中，姜筱洁欺凌同学张

芸芸，以跳楼威胁逼迫张芸芸吃下了大量的药片。校

园欺凌者将面临什么法律后果？

　　姜筱洁实施校园欺凌行为，根据情节可能会面临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造

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赔礼

道歉、消除影响等侵权责任。但因未成年人并无完全

行为能力和经济来源，故其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该未成年欺凌者有财产，则可

用本人财产支付赔偿，不足部分由监护人承担。

　　同时，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

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

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场景三：检察官发现姜筱洁自小被母亲的严格管

教困扰，内心十分压抑。为了脱离母亲的掌控，她便和

好朋友张芸芸策划了一场“校园欺凌”，自导自演并让

发小周乔盗取了学校的监控视频，借张芸芸受害者的

身份敲诈自己的母亲，以获取离家的资金。盗取学校

监控视频，该担何责？

　　学校监控系统属于安防措施，主要用于保障校园

安全。盗取学校监控视频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应法律

责任。

　　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授权获取或使用可

能侵犯个人隐私权的监控视频是被禁止的。如果因行

为人盗取监控视频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受害人或其

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若造成财

产损失还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盗取学校监控视频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的规定，行为人可能因此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警

告、罚款或拘留等。如果行为人故意传播或利用盗取

的视频资料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还可能承担

刑事责任。

　　场景四：姜筱洁自导自演策划校园欺凌，又借此

敲诈自己的母亲，需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姜筱洁作为未成年人，自导自演策划校园欺凌并

敲诈自己的母亲的行为，如果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

益，造成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

　　如果姜筱洁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且

年满十六周岁，即便是敲诈自己的母亲，也可能构

成敲诈勒索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中规

定的敲诈勒索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

用恐吓、威胁或要

挟的方法，非法占

用被害人公私财物

的行为。但考虑到

姜 筱 洁 是 未 成 年

人，法院在量刑时

会考虑其年龄、犯

罪动机、悔罪表现

等因素，可能从轻

或减轻处罚。

邹星宇

《海南经济特区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施行

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

整整理理//梁梁成成栋栋  制制图图//高高岳岳

  更多内容请参见《法治

日报》微信公众号

排污许可管理与时俱进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是依法规范企业事业单

位排污行为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对排污许可管理工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海南省在推进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

工作中也总结形成了新的经验做法，亟须制定新的排

污许可管理法规，以适应新时代管理工作的要求。

　　为做好起草工作，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认真研究学

习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地方性法规，借鉴先进经

验，邀请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海南大学等

行业专家召开立法座谈会。邀请省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省人大常委会环境资源工委和省司法厅提前介入

指导，征求了市县政府、省直相关部门、相关企业以及

社会公众的意见，形成了修订草案。

　　据了解，本次立法的总体思路是：一是坚持“小切

口”立法，力求务实管用。二是补充细化上位法有关规

定，对上位法已有具体规定的内容不再重复。三是保

留现行条例中的特色条款。

　　5月28日，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对《海南经济特区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

初次审议。省人大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

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进行研究修改。省人

大法制委员会于7月3日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审

议。法制委员会认为，为了加强排污许可管理，规范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排污行为，控制污染物

排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制定《条例》是必要的，草

案可行。

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作为进一步提升海南现代环境治理能力、构建海

南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条例》出台是建设

美丽海南的重要保障。

　　《条例》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

监管制度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针对排污单

位自行监测工作要求、技术服务机构管理需要等对相

关条款予以修改，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方位、全

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基于海南省直管市县的实际，《条例》运用经济特

区立法权变通《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关于“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

域排污许可的监督管理”之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排污许可的

监督管理。

　　同时，《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排污

许可监督管理工作所需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排污许可工作开展情况作为对

本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和下级

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的内容，考核结果应当向社

会公开。

　　《条例》规定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落实以排

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建立新污染

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进多污染物协同

减排的职责。

　　《条例》进一步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结合

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对相关区域、流（海）

域的重点污染物，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或者加严许可排

放量等措施，对排污单位实施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

　　为强化信用管理，《条例》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应当

将排污单位、排污许可技术服务机构、生态环境监测

机构及其相关负责人纳入环保信用监管，环保信用评

价结果可以作为监督管理、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享

受政府优惠政策支持等的参考依据。排污单位超过承

诺执行的更为严格的排放浓度，但未超过国家和本省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由相关部门暂停或者取消其依据

承诺享受的相关优惠政策。

实行按证排污依证监管

　　排污许可证是排污单位合法排污的“身份证”，是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排污单位“一证式”管理的依据，

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排污单位必须持证排污、按证排

污、自证守法。

　　《条例》指出，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较大或者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规模化畜禽养殖、电力生产、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排污单

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

简化管理。

　　而且，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

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申请取得排污

许可证，可以通过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排污

许可证申请表，也可以通过信函等方式提交。

　　《条例》规定，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地下水污染防治

相关要求、排污单位应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工

作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全要素、全流程管理。

　　另外，《条例》规定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

的要求排放污染物，并落实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

报告和信息公开等环境管理要求。排污单位可以同步

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证，提高办理行政许可效率。

　　企业按证排污，政府依证监管。《条例》规定，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与污染源有关的执法检查统一

纳入排污许可年度执法检查计划，根据排污许可管理

类别、排污单位环保信用评价和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等

因素，合理确定执法检查重点、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

按照排污许可证记载事项开展清单式执法检查。

　　同时，对清单式执法检查的内容进行细化，规定重

点检查排放口规范化建设、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和维护、无组织排放控制等要求的

落实情况，抽查核实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

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等。

　　在法律责任方面，《条例》提出，对实施重点管理

或者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擅自降低为排污登记管理

的，确认无效，并依法予以处罚。对不按规定填报登记

表、未按照规定设置排放口信息化标识牌、监测点位

不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以及监测机构或其从业人

员篡改伪造生态环境监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监测报

告等违反排污许可管理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罚则。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翟小功

　　排污许可制作为固定污染源管理核心

制度，关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建设。实施排污许可制度，对企业事

业单位排污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有利于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

　　近日，海南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了《海南经济特区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25条，进一

步明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职责，实行“按证

排污”“按证监管”，强化信用管理，自2024年

9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