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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见习记者 马子煜

　　11月2日，江西乐平发生7岁女孩遭14岁男生尾随

电梯内猥亵案。11月4日，当地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男

生构成猥亵，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近年来，个别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屡屡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施害者年龄之小、情节之恶劣、后果之严重，

令人忧心。舆论对这些“罪错少年”也有强烈的追问：该

如何依法规制？

　　为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心理辅导及时介入

精神损害应获赔偿

　　电梯监控显示，当时男生用手捂住女童的嘴巴，再

掐脖子。女童似乎因为窒息晕了几秒。男生抱起女童走

出电梯，被路人发现后逃离现场。

　　女童的妈妈粟女士说，事发后，女儿因为受了惊

吓，变得不爱说话，晚上还经常做噩梦。作为孩子家长，

目前已准备起诉，维护自身权益。

　　该怎么赔偿，又该如何帮助受害女童走出阴影，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

副主任苑宁宁说，受害未成年人可就其遭受的身体或

精神损害提起损害赔偿，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就本

案而言，猥亵行为无疑构成性侵害，可依法提起民事

诉讼。

　　“帮助受害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被侵害的阴影，需要非

常专业的力量介入，如心理辅导人员或司法社工等，从心

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助。”苑宁宁说。

　　“因猥亵行为导致受害人出现心理伤害的，加害人

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未

成年人学校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涛说，本案中，受

害儿童可能会受到极大的惊吓，产生应激性反应，甚至

出现后遗症，专门的心理机构应及时介入和矫治，并进

行跟踪，确保在第一时间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

　　“心理医生或专门心理机构的最佳介入时间为事

发后24小时内。此外，受害者的家庭成员可能也会受到

一定的心理创伤，产生自责和气愤等情绪，同样需要心

理支持。若产生相关费用，可作为民事赔偿的一部分。”

任海涛说。

　　中央财经大学刑法教研室副主任简爱告诉记者，

女童及其家属可以针对加害人行为所造成的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等直接物质损失获得赔偿，如果加害行

为使得受害女童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女童及其家属

有权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要求侵权方支付进行心理

治疗和康复所需的费用。

行政拘留不是终点

预防再次违法犯罪

　　警方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后，不少网友提出疑问：

仅行政处罚能否起到惩治效果？

　　“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尤

其是此类猥亵行为，单纯的行政拘留确实不足以形成

理想的惩治效果。”简爱说，目前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

政策仍然有必要进行细化，以及适当调整行政处罚以

达到预防、惩处效果和刑罚处罚的衔接。同时，也有必

要建立针对监护人失职行为的惩罚机制，促使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

　　在苑宁宁看来，对于此类实施了比较恶劣的行为

的、14周岁以上但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仅行政处罚

的惩治效果可能有限，还应实施矫治教育措施，以纠正

其心理和行为偏差。无论是在立法、执法还是司法层

面，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制定并执行相

应的矫治措施，并确保这些矫治措施的适用和执行严

格依法进行。

　　如何管好这些“罪错少年”，摆脱“一放了之”或“一

罚了之”的困境，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苑宁宁说，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通常都会构成严

重不良行为，相关部门应依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四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矫治教育措施。若情况更为严

重，则可依据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将未成年人送入专

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了针

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措施，其主要目的在

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违法，防止其违法行为进一步

恶化。

　　任海涛介绍，专门教育包括专门学校和专门矫治

学校，前者主要针对具有暴力倾向和行为、沉迷网络或

无法有效控制自身行为的学生；后者主要针对已实施

犯罪行为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承担刑事责

任的未成年人。

　　“根据通常规律和以往经验，未成年人违法或犯

罪往往与其家庭教育、家庭监护的不足或不当，以及

学校教育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处置未成年人

违法行为时，相关部门除了依法适用处罚措施和矫治

措施外，同样应该看到这些未成年人违法背后的原因

和诱因。”苑宁宁说，若发现家庭教育存在严重不当，

可对其父母进行训诫，并在必要时责令其父母接受强

制性的家庭教育指导；若发现学校在引导教育方面存

在不足，可向学校提出相关提示，要求其开展和加强

相关教育。

　　在行政拘留处罚之外，简爱也认为对“罪错少年”

采取相应的矫正措施是必要的。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

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实践方式，而矫正措施

兼具惩罚性与恢复性的二元功能，对未成年人再次犯

罪的预防具有积极意义。

　　“目前，已实施犯罪行为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而无法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涉事未成年人应当被送

往专门矫治教育学校接受更为严格的教育。”任海

涛说。

专业力量教育矫治

加快专门学校建设

　　受访专家指出，加强对“罪错少年”严重不良行为

的矫治和教育，需要专业的力量、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

场所。

　　目前已有较多地区正在推进这项工作。简爱举例

说，比如浙江省瑞安市司法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入社会组织，为未成年人提供专门辅导。贵州某

县成立罪错未成年人专门学校帮助不良行为未成年人

矫治其行为，并具备较为规范的入学程序、档案封存、

分级教育等管理制度。

　　“从当前实践来看，保证对未成年人实施矫治的力

量仍较为薄弱。”苑宁宁说，比如专门学校的地域分布

不均衡，部分地区缺乏专门学校，一些有专门学校的地

方，其入学程序、教育教学内容、矫治手段等也缺乏相

应的保障机制。

　　对此，简爱建议，加快专门学校的建设，逐步推动

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最高人民法院也曾提出要

突出问题导向，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以解决

对“问题少年”的教育矫治程序虚化问题，让实施了严

重危害社会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得到

应有的矫治教育。

　　任海涛告诉记者，在今年暑期调研中，他发现无论

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都在积极建设相关的专门

学校，部分省份已经发布了相关文件。如今年4月，海南

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布《海南省专门学校管理办法

(试行)》。这一做法在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正在逐步

得到落实。

　　苑宁宁表示，促进专门学校科学健康发展，可以

从四个方面推进：加强规范体系建设，尽快出台专门

学校建设与管理的法律文件，细化办学标准、优化进

入程序、制定评估规范；强化实施体系建设，明确专门

学校的领导体制与管理机制，合理布局与建设专门学

校；优化保障体系，配足专业力量，保障办学所需的经

费；健全监督体系，对于专门学校的建设、专门教育的

适用、专门学校在校学生的合法权益等开展法律

监督。

漫画/李晓军  

□ 本报采访组

　　

　　晨光熹微，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喀什市的喀什古城景区，开城仪式尚

未开始，古城城门前就已聚集了众多游

客。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为古老的城墙

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

　　“欢迎大家来到喀什古城！”伴随着激

昂的音乐声，一位身着华丽古装的演员威

风凛凛地走向城门。城门缓缓打开，喀什

古城宛如一位沉睡已久的美人，在这一刻

苏醒过来。

　　走进古城，房连房，楼连楼，古色古

香，风情各异。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

的特色商品，有精美的手工艺品、香气四

溢的美食、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摊主们

热情地招揽着游客。

　　在传统与现代的发展融合中，与许多

名胜古迹一样，喀什古城也面临着保护传

承与开发利用如何协调的抉择。如何用法

治守好古城烟火气？近日，《法治日报》采

访组一行走进喀什古城寻求答案。

景中有法条例护城

依法保护合理利用

　　喀什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商贸城市，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留下

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高度

重视喀什古城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自

2010年起陆续开展老城区危旧房改造、完

善内部配套基础设施等，使喀什古城历史

文化、历史风貌得以完整保存体现，以古

城为依托的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

时，如何在保留历史印记和商业开发间寻

求最大平衡，成为喀什古城发展面临的新

课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古城保护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应时而生，这是新疆

首次为保护一座古城“量身定制”的地方

性法规，于今年5月1日起施行。

　　本报采访组一行看到，在喀什古城的

游客服务中心、各个打卡点，都放置着《条

例》宣传手册、张贴有《条例》宣传海报；社

区干部、讲解员为居民、游客讲解过程中

也不时提到《条例》，营造人人宣传、人人

知晓、人人守法的浓厚氛围。

　　据介绍，对古城的发展和保护并不是

僵化地保护，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现代

生活的需求。为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喀什古城，《条例》

作出诸多切合实际的规定。

　　例如，《条例》对古城保护范围内的消防安全、交通

安全、旅游安全应急方面作了专门规定。针对古城建筑

闲置的现象，《条例》把合理利用古城资源作为保护古

城、促进古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鼓励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合理利用喀什古城资源，发展以商、学、研、养、

闲为特色的旅游新业态等。

　　在立法过程中，有古城经营户对扎堆经营旅拍、民

宿的现象表示担忧，有的游客希望喀什古城能保持现

状，留住古城的烟火气。对此，《条例》特别强调，喀什古城

保护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当符合喀什古城商业布局、

项目控制和相关要求，防止过度商业化和无序开发。

　　曾居住在喀什古城的伊丽姆努尔·艾克巴尔在学

习了旅游相关专业后，选择在古城担任一名讲解员。

“有了《条例》保护，古城的历史印记会更加持久，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喀什感受古城风貌！”伊丽姆努尔

对古城的未来很有信心。

景中有警服务旅游

创新治安治理举措

  “请问景区出口在哪里”“附近哪家拌面最好吃”

“边境通行证怎么办”……在人潮涌动的喀什古城景

区，不断有游客向喀什市公安局吾斯塘博依派出所执

勤民辅警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近年来，喀什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持续推进警务机制改革，创新社会治安治理举措，

推行旅游服务与旅游警务相结合，深化“景中有警”旅

游警务模式，全面加强整治、防范、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在吾斯塘博依派出所所长谭晓雨的引领下，本报

采访组来到了喀什古城深处的小巷之中。在小巷一处

建筑的斜上方，有一块醒目的标牌，上面写着“110报警

点 古城景区011”字样。

　　“古城的每条小巷中都设有一处报警点。依据报警

点的编号，执勤的民辅警几分钟内便能迅速确定游客

的位置并抵达现场。”谭晓雨介绍，派出所

还安排专人对古城24小时不间断开展视频

巡查，做到第一时间发现情况并妥善处置。

　　谭晓雨向本报采访组一行讲述了这样

一个事例：今年4月，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

一对退休夫妇来到喀什古城旅游。老王的

妻子患有气管炎，刚抵达客栈便感到气短

胸闷。所在客栈及附近商铺都没有轮椅可

以租用，老王来到就近的库木代尔瓦扎路

口，正好碰到执勤民警张警官，于是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向他咨询附近是否有轮椅出

租或出售。

　　张警官果断回应：“我帮你解决！”他驾

驶警用电瓶车，带着老王来到下一个执勤

点，推出一辆轮椅交给老王，并告诉他其居

住的客栈附近有一个执勤点，轮椅用完后

直接送到那个执勤点即可。如此一来，老王

夫妇的出行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

　　“‘喀什古城美，民警最美！喀什古城

好，民警最好’，听到这样的话语，顿时觉得

再辛苦也都值了。”张警官感慨地说。

　　为进一步确保游客安全，旅游旺季时，

吾斯塘博依派出所在游客聚集、滞留区域

等处设立移动式警务服务站12处，将警务

工作延伸到景区景点和游客身边，执勤民

警直接与游客“面对面”，同时做到了景区

特色亮点“一口清”。此外，还制定救助救援

预案，会同医疗、景区管委会及时救援在安

全生产、自然灾害、突发疾病等事件中的受

伤患病游客，确保救助快速、转移稳妥。

  针对部分游客反映的古城周边交通拥

堵、停车难等问题，喀什市公安局采取定点

执勤和巡逻管控相结合方式，通过喊话提

醒、文明劝导、指挥疏导、执法纠违等措施，

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全力以赴“保安全、保

畅通、防事故”，在确保游客安全出行的同

时，尽量避免对游客造成不必要干扰。同时

积极联系协调有关部门，增设多个临时停

车场，为游客平安出行、畅游喀什创造了良

好道路交通环境。

　　重大节假日期间，为确保游客畅游喀

什，喀什市公安局做实“主动警务”和“预防

警务”，抽调机关警力下沉，整合古城义警、

警务协理员为补充警力，对景区及周边实

行全方位、全天候巡逻防控和交通疏导，切

实将旅游警务融入景区的执勤服务中，用

实际行动擦亮平安旅游底色。

景中有治合力解纷

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喀什市人民法院浩罕人民法庭毗邻喀

什古城、香妃园和艾提尕尔广场景区，是喀

什市人民法院首个挂牌成立的“枫桥式法庭”。浩罕人

民法庭积极参与旅游治理，在上述景区设立旅游巡回

法庭，现场化解旅游纠纷。

　　今年4月底，王某某花费110元报名参加了喀什某

旅行社组织的一日游活动，活动内容涵盖喀什市的3个

景区。然而，在实际旅行过程中，旅行社仅带王某某游

览了一个景区。

　　王某某提出赔偿要求，却遭到旅行社拒绝。无奈之

下，他只好向喀什市文旅局投诉该旅行社的行为。文旅

局经调查发现，此案涉及多家旅行社以及数十名游客，

属于规模较大的旅游纠纷。于是，文旅局及时与浩罕人

民法庭进行对接，合力化解此次纠纷。

　　考虑到游客时间紧迫，浩罕人民法庭以旅游巡回

法庭为载体展开诉前调解，并邀请其他旅行社代表前

来旁听。经过法官和调解员的耐心协调，双方最终达成

和解，旅行社当场退还王某某的报名费用。在高效、快

速化解旅游纠纷的同时，既保障了游客的合法权益，又

促使旅行社依法经营。

　　今年以来，浩罕人民法庭巡回审判22次，审理案件

31件，参与解决疑难旅游纠纷及游客投诉4起，协助行

业部门解决纠纷50起。

　　吾斯塘博依派出所则建立以街道矛盾纠纷调解委

员会和社区警务室调解室为主的两级调解网络，在街道

的调解委员会，集中受理疑难、复杂、重大的矛盾纠纷；

在各社区设立的矛盾纠纷调解室，负责对本社区矛盾纠

纷的排查调处。今年以来先后成功化解矛盾纠纷307起。

通过建立健全风险隐患定期会商、矛盾纠纷源头甄别、

司法人员全程指导、治安部门回头督导等工作机制，引

导群众在法治框架内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实现了“小事

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工作目标。

　　喀什古城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承载着深厚的文

化遗产。在这里，历史与现代交织，文化与美食共存。良好

的治安环境、和谐的人文氛围，让平安喀什“警”色更亮，

也让来喀游客的安全感、幸福感更足。

　　（本报记者 陈建国 潘从武 李华东 张守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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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解析14岁男孩捂嘴猥亵7岁女童案 专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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