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条例

案例 少年偷车记录封存
考上大学步入正途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莫担心，罪错会帮教；

莫害怕，受害有救助；

莫迷茫，法治进校园；

莫无助，公益为你守；

莫迟疑，有案来报告。

这六个“莫字诀”，是“莫阿姨”的未保口

头禅，也是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

格局。

“莫阿姨”，大名莫苇菁，黄浦区人民检察

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主办检察官。近20

年来，她积极履行检察职能，惩治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精准帮教罪错未成年人，综合救助未

成年被害人。一个目标是：让孩子们远离伤

害、远离犯罪。

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也会做小偷吗？会

的，“莫阿姨”就遇到过。有一名男孩，从小就

是优等生，临近高三，家境优渥的小伙子忽然

偷起了自行车，接二连三，直到被抓。为啥要

偷？原来他想自己赚钱请同学吃饭，感觉很

有面子。因为未满18岁，痛哭流涕的小伙子

被交给了“莫阿姨”。一番帮教后，小伙子知

错了。回到学校，他努力学习，高考成绩十分

理想。更幸运的是，上海当年在全国率先试

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记录封存，青少年轻微

违法犯罪的卷宗档案加盖专门印章封存，保

障误入歧途的孩子回归社会“无障碍”。

据了解，那名小伙子在大学毕业后工作、

成家，一直很好。而他仅仅是“莫阿姨”帮助

过的孩子中的一个，受益于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孩子有很多。

不过，有一段时间，一些未成年人实施故

意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犯罪，以及校园欺

凌等恶性违法犯罪引发广泛关注，降低刑事

责任年龄、严惩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呼

声高涨。但无论是司法界还是理论界，都反

对仅仅因为一些极端个案就否定已经取得明

显成效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和刑事政

策；事实上，最高法大数据分析显示，最近10

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下降趋势。

一个共识是，刑罚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

途径。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涉罪未成年人

采取必要措施，防卫社会同时挽救孩子，不能

简单“一判了之”，也不能简单“一放了之”，低

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及早干预、积极矫治。

这种干预矫治，如何实施？“莫字诀”，就

是一种通俗生动的归纳，也是上海多年来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有益实践。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

“莫字诀”，也在《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中得到回应，条例第72条明确——

■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

■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处罚

后，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不得歧视；对符合条

件的未成年人的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依法予

以封存。

吐槽

条例模拟立法审议 心中有标准 脑中有判断

青少年模式不走心
内容低幼密码简单

一条来自“朋友”的消息在微信群疯传，

年少的你会随手转发吗？前一天，大家都在

为一个人点赞；后一天，这个人就成了众矢之

的，年少的你也会跟风随大流吗？

七年级学生王玎珉的回答是：不会！上

网，就要心中有标准、脑中有判断。

上月，25名中小学生应邀走进市人大常

委会会议厅，在庄严的国徽下模拟立法审

议。一出生就遇见信息大爆炸，每天面对铺

天盖地的信息资讯，身为互联网原住民，“00

后”们的立法见解堪称独到。

王玎珉的观察是：新媒体，拓宽了视野，

增加了生活趣味，血腥、暴力、色情、虚假信息

却也难免混杂其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网络世

界，未成年人自身的辨析能力、保护意识要提

升。问题是，如何提升？

王玎珉对身边同学开展了一次小型调

研，形成一条立法建议：营造清朗网络，学校

里应开设“媒介素养课”，身处互联网时代，独

立思考的能力也是一种素质教育。

另外，“网络保护，立法应该限制未成年

人使用关于短视频网站的时间和内容，科学

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王玎珉说。

那么，如何设置才够科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的宗佳圻同学，细数了

“未成年人模式”的现状，用3个词可以概括：

幼稚、简单、不走心。

宗佳圻同学说，有时自己也会跟着妈妈

一起看综艺节目，而一些App设置成青少年

模式后，看到的基本都是低幼动画片。“就连

学习频道的内容也很低幼，这对青少年来说

太幼稚了。”宗佳圻吐槽道，“而且未成年人模

式的开关密码设置过于简单，普遍只有4位

数，输错次数也没有限制，网络原住民要破解

密码根本不是个事儿。”

因此，与其搞一刀切、不走心的形式主

义，不如督促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根据不

同年龄段分级推荐，让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

人各得其所，也免得大家为摆脱“未成年人模

式”动歪脑筋。

科学设置
“未成年人模式”

“00后”们提出立法建议，地方立法就积

极回应，条例第53条明确——

■ 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

成年人使用其产品和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

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 鼓励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针对不

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开发相应的保

护性使用模式，引导未成年人在该模式下使

用网络产品和服务。

此外，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以打

赏排名、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未成年人盲目

追星、盲目消费；严禁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低俗

表演、网络不良社交等活动；发现产品和服务

存在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况，应当采取

必要措施对相关内容、功能或者规则，进行删

除、屏蔽或修改，防止侵害未成年人信息的扩

散，同时应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公安

等部门报告”。当然，立法也特别提出：政府、

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

养宣传教育，培养、提高、增强孩子们科学、文

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保障

孩子们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观察

条例

心理健康关注度
不如体质关注度

局门路363号，五里桥街道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上海首家

未保站。

“未爱小屋”就在这里。屋

里，几样东西都很专业——身心

反馈减压训练系统装置、未成年

人心理沙盘、减压器具、心理测

量量表、沙发床，一应俱全。

去年，未保站开张，日常开

展儿童福利、家庭监护支持和干

预、未成年人突发安全事件应急

处置、未保法宣贯、儿童工作队

伍建设，服务项目涵盖临时监

护、应急处置、政策宣传贯彻、法

律服务、心理咨询、资源链接，推

动各部门资源共享，因地制宜、

探索创新，持续提升未保站的服

务能级，丰富服务功能。未保

站，不仅要成为服务未成年人家

庭的“服务站”，也要成为帮助未

成年人的精神“避风港”，为打造

儿童友好社区不断探索和突破。

今年，未保站推出“未爱小

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身心

健康教育培训中心的专业心理

咨询团队来了。

对于心理关爱，“00后”们也有自己的独

特需求。延安初级中学九年级学生赵安淇查

阅了有关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法律法规，建

议地方立法可否增设这两条：学校配备法制

辅导员、心理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

育和生理、心理健康指导；建立全市中小学生

心理素质健康监测机制，在保护未成年人隐

私的前提下，及时向有需要的同学提供引导

与帮助。

这些立法建议，也来自这位“00后”的日

常观察。未成年心理健康呵护，通常会遇到

两个问题，一个是心理老师数量少，很少能兼

顾到每位同学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另一

个是心理问题具有隐蔽性，不专业的家长、老

师不一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学生的异样。

“上海中小学每学期都有体质健康监测，

监测学生的身高、体重、视力，但对心理健康

却鲜有关注。”赵安淇说，不妨通过立法，委托

专业机构对中小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监测，实

施流程大致与体质健康监测一样。更要紧的

是，心理监测不仅要够专业，而且监测结果应

该单独告知学生家长，以保护学生隐私。

学校应当开设
心理健康课程

关于这几点，条例第24条明确——

■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健康辅导、青

春期教育、生命教育、性别教育。

■ 学校应当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配备至

少一名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可以设立心理

辅导室，加强对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健康辅

导。发现未成年学生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应

当及时干预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对存在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及时向教育、卫

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 学校应当做好心理或者行为异常学

生的信息保密工作，不得将学生心理健康状

况作为学生综合评价和升学等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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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案上午表决通过,

不少人曾为立法提出宝贵建议——

一群“00后”谈信息大爆炸
六个“莫字诀”道未保新格局

▲

“未爱小屋”为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和

辅导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一群中小学生，“走进人大”模拟立法审
议，建言“网络保护”立法，独辟蹊径。
一位检察官，从事未成年人保护近20

年，六个“莫字诀”，对问题少年、困境儿童的
立法保护价值导向，颇有借鉴意义。
一间“未爱小屋”，开在局门路363号的

申城首家未成年人保护站，呵护少年心灵。
今天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

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修订案，今年3月1日起施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立法实践，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让“年少的你”沐浴“法治阳光”。

首席记者 姚丽萍

六个“莫字诀” 让孩子远离伤害远离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