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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犯罪

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对

“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

民法院 5月 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

意见，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

不纵容，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引

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三年

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

升趋势。

对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明

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其

中特别强调：“对于主观恶性深、情

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

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

保司法公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

表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是要惩教结合，未成

年人的身份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

“挡箭牌”。“宽容不纵容”，实际上就是

该惩处的要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

作用，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让受害者得

到抚慰，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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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2021 年 3 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调整，再

加上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无论年龄大小，总体上均有相应

的处置措施。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法

律，以严格公正司法回应社会关切，

杜绝“一放了之”“不了了之”。

据最高法介绍，刑法修正案

（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于已满

12周岁、不满 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

重伤害犯罪案件，已审结 4件 4人，犯

罪人年龄在 12至 13 岁之间，被依法

判处 10至 15年有期徒刑。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引导未

成年人遵纪守法。最高法意见通篇传

递出这一鲜明导向——即使是低龄

未成年人，只要实施了侵权或者违法

犯罪行为，本人及其监护人将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

“传递这种导向，就是要让未成年

人正确认识违法犯罪行为。”上海市未

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张善根表示，

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监护人，都不能

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制度，当成规

避法律的手段。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讽、扇耳光、殴打辱骂……学

生欺凌问题触目惊心，也极易诱发严

重犯罪。

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依法从

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法院在相关案

件中发现存在学生欺凌现象的，应当

与学校或培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

通，建议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跟进处

理进展。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出，探索

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

欺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

“调解介入学生欺凌，是一种新的

治理机制，有利于化解双方家庭以及

家校的矛盾；促使欺凌者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也为被欺凌的人提供安慰，避

免留下心理阴影。”张善根说。

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和干预欺

凌、不良交友等问题，导致学生走向犯

罪或者被侵害。最高法意见对此明确

规定，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

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专门

提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校闹”等违

法犯罪行为，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

发生人身损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学校不承担侵权

责任，为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教学管理

提供司法保障。

“这个规定意义重大，有助于破

解一些学校和老师‘不敢’管学生的难

题。”张善根表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因为害怕“校闹”而放弃管理，反而会

鼓励和诱发违法行为。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法院可予以训诫
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存

在管教缺失、监护不力、教育不当等

问题。

据最高法介绍，2021 年至 2023

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

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占

比 22.94%，单亲家庭占比 6.95%。许

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

和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遇到

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

防治未成年人犯罪，监护人责任

重大。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法院

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政案件中，

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或者存在其他因家庭监护

管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情形的，根据情况，对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

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意见特别强调，监护人“不仅要为

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

障，还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

和情感需求。”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很多都是监

护人没有尽到职责。”中国刑事诉讼法

学研究会少年司法专委会主任宋英辉

表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监护人对此

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监护

人的责任追究，之前我们做得还不到

位。”苑宁宁表示，最高法规定的训诫

等措施，有助于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

压实监护责任，筑好防治未成年人犯

罪的第一道防线。对于经过训诫、教育

依然不改正的监护人，可以研究出台

更严厉的措施。

张善根认为，对于严重犯罪的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追责应当刚柔并济。

“还需要一些刚性惩戒，包括罚款、拘

留，甚至探索让其承担刑事责任。”

找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
专家普遍认为，相比成年人，未成

年人犯罪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

未成年人无“小案”。最高法意见

提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应当详细了解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和犯罪成因。同时，意见提出建立犯罪

成因逐案分析报告机制，对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逐案深入剖析案件背后是否

存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及司

法保护薄弱、不到位等情形。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复杂，

涉及各个方面。”宋英辉表示，对于未

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要进行共性研究

和个性分析，从而“抓前端、治未病”。

以网络因素为例，据最高法介绍，

未成年人易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而产

生犯罪动机。近年来实施抢劫、盗窃、

暴力伤害犯罪的未成年人中，有近六

成曾长期沉迷网络。

最高法意见对此提出，建立网络

保护专项分析报告机制。在涉及网络

的未成年人案件中，对相关主体是否

履行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定义务进

行审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

有关网络企业、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

议；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将相关

线索移送主管部门处理。

此外，针对一些人引诱、指使、利

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意见

明确要依法从重处罚。其中特别强调，

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

人、留守儿童、在校学生实施犯罪的，

以及通过向未成年人传授犯罪方法、

提供毒品、管制麻醉精神药品、灌输色

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继而加以利用等严

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危害

社会和谐稳定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意味着人民

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将从注重

事后追责惩处，向事前事中事后保护、

预防并重转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在司法惩处之外，要切实把各方面

保护和关爱落到实处，把对不良行为

的分级干预和前期管束落到实处。

“通过一个个案件，去寻找未成年

人犯罪的成因和根源，才能够更有效、

有针对性地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参与

社会治理，更长远、根本地防治未成年

人犯罪。”苑宁宁说。

（据新华社）

最高法最新意见
回应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热点问题

春归夏至，万物生长。文旅融合

向“深”挺进，楼市政策优化调整，夏

收以科技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

速……提质增效成为 5 月全国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特点。

 观察之一 ：旅游业——
文旅深度融合成新趋势

新疆阿勒泰，随着网络剧《我的

阿勒泰》热播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如今，阿勒泰正在打造 20 个影视

剧打卡点，并推出 4 条“跟着影视去

旅行”的主题旅游线路。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各地在挖

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地

域文化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合，为旅

游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西安华清宫中，舞剧《长恨歌》5

月份已演出 80 多场，接待观众近 21

万人次。

“‘五一’假期，一天演出 4 场仍

供不应求。”陕西华清宫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洁说，通

过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引入互

动表演、非遗体验等，更好满足游客

文旅消费新需求。

在拥有青城山、都江堰等 5A 级

旅游景区的都江堰市，古风讲解、“李

冰巡江拜水”、文化旅拍等特色活动

备受游客青睐。

第一次来此的云南游客余桂娥

十分开心：“穿着汉服的人们漫步于

美丽的风景中，仿佛开启一场古今对

话，很多活动富有文化韵味。”

从循着博物馆去打卡，到跟着演

唱会去旅行；从美食之旅、红色之旅，

到非遗游、研学游……文化“活”了、

旅游“火”了。

据介绍，“五一”假期，四川省 5A

级旅游景区门票总收入首次突破 1

亿元，主要A 级旅游景区旅游人次和

门票收入刷新历史纪录。

5 月以来，我国文旅发展呈现出

勃勃生机。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擘画文

旅融合蓝图，文博会上文旅产业推介

推陈出新，“中国旅游日”“国际博物

馆日”等节日活动热闹非凡……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比

增长 7.6%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文旅

深度融合，让旅游业服务美好生活，

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观察】 文化是旅游的灵
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推进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还需向科技要动能，
不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让“诗”
和“远方”更好联结。

 观察之二 ：楼市——
政策“加码”稳预期

5 月 27 日，上海出台九条楼市

新措施，包括进一步优化住房限购政

策、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

优化住房信贷政策等。

当晚，上海龙湖青云阙项目售楼

处，灯火通明，有的购房者在签订合

同，有的购房者在沙盘前与销售员讨

论着最新政策……

“来电咨询量比平时多了 3

倍。”龙湖青云阙项目营销负责人钮

经理说。

5 月，多部门出台新一轮稳楼市

重磅“组合拳”。17 日，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

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政策的通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宣

布，取消全国首套房、二套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并于 5

月 18 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 0.25 个百分点。

各地积极响应，相继推出惠民购

房政策，满足刚需、改善等多样化购

房需求。目前，全国已有超 70 城推出

商品房“以旧换新”政策。

安徽合肥，出台“卖旧买新”活动

公告明确，签署《“卖旧买新”协议》设

定不少于 90 天的解约保护期，如旧

房未在保护期内售出的，换房人可无

条件解除协议或与房地产开发企业、

中介机构协商续签协议，无需承担任

何违约责任。

随着楼市政策持续优化调整，房

地产市场活跃度和成交量有所回暖。

据广发证券统计，5月以来，74城

的二手房中介门店成交量同比增长

26.0%。

【记者观察】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系列政
策举措也随之调整优化。一方面持续
加大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力
度，另一方面防范房地产风险外溢。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也将
是房地产行业重新洗牌的过程。

 观察之三 ：夏粮——
科技赋能丰收在望

俗话说“麦熟一晌，龙口夺粮”，

5月中下旬，我国夏收自南向北展开。

在河南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的

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小点代表联合

收割机的位置。

当汲滩镇南王村麦田里的收割机

发生故障，维修人员在短时间内赶赴

现场解决问题，确保不误农时。卫星定

位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应用，为全市收

割机的调动和维修提供大数据支撑。

今年“三夏”，科技为粮食稳产保

丰提供着关键支撑。

在贵州遵义市桐梓县红旗社区

的田间，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来回穿

梭。种粮大户赵小康种植的 80 亩小

麦，一天内便完成收割。

在农技人员的帮助指导下，赵小

康不仅选择了更加高产的小麦品种，

还升级了栽培技术，实现合理密植，

小麦单产得到较大提升。

得益于种植全程机械化，加上有

订单收购不愁卖，当地群众种植小麦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今年桐梓县种植

小麦 800 余亩，目前已收割完毕。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夏

粮的“大头”是小麦。小麦是主要的口

粮作物。

当前，我国黄淮海麦区进入集中

收获期。在良种、良机、良法推动下，

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记者观察】 风吹麦浪穗飘香，
遍地金黄丰收忙。智能收割机、喷杆
式喷雾机、无人植保机……在广袤的
乡野大地上，越来越多农业科技成果
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农业增产
丰收，带动更多乡亲致富。

 观察之四 ：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激发新动能

5 月中旬在广东东莞举办的

2024 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发

展大会暨第五届中国（华南）国际机

器人与自动化展览会上，众多智能设

备和自动化方案吸引着专业买家的

目光。

广东盘古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阮宏明说：“数字化智

能制造系统契合了产业转型的迫切

需求，带来的生产韧性、创新动能为

更多企业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共有

约 21 万家工业企业，正凭借优势产

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激发新动能。

5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方案》，释放出转型再提速的信号。

各地也纷纷按下“快进键”：

2024 年“数据要素×”大赛在安徽合

肥启动，设置的 7 个赛道中就包括

“工业制造”；2024 湖南智能制造发

展创新大会在长沙举办，加快全省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江西

宜春召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

接会，推动政府、制造业企业、数字化

服务的交流与合作……

重庆歇马机械曲轴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智能

在线检测系统使曲轴产品的检测精

度提升 27%。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

欣蔚说，近年累计投入近 4000 万元

资金用于数字化转型，生产效率提高

30% 以上。

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正成为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实

现“老树结新果”、在传统产业中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

【记者观察】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重要举措。随着数字化转型，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尝到“数转智
改”的甜头。抓住数字化转型带来的
新机遇，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主动。

（据新华社）

鼓足干劲  提质增效
——5 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