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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江西15岁高中生胡某宇离开
宿舍后失踪，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2月2日，相关部门召开胡某宇事件
发布会，通过查明事实后回应了社
会聚焦的几大热点，至此真相大
白，但不是终结。2月12日，中央网
信办发布通告，对曾发布该事件谣
言的网站平台深入开展排查整治，
累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1894个。
涉及到非正常失踪等事件，尤

其是未成年人，尤为引人关注。在
胡某宇失踪期间，四川资中县女高
中生曹某英失联；这几天又传来了

大理一对12岁双胞胎兄弟失联近
10天的消息。和公众事件相伴相
生的，往往是各种真假难辨的传言
满天飞。比如，对于网络上关于大
理三姐弟关系不和、不是亲姐弟的
传言，当地有关部门回应，该说法
是谣言，“三姐弟是同父同母的亲
姐弟，平时关系很好，都很听话”。
胡某宇事件真相大白后，反观

昔日网络平台中的“福尔摩斯”、号
称挖掘到的人证物证等，其“想象
力”“创作力”让人叹为观止。有自
媒体账号发布“国内顶级神探李昌
钰已介入胡某宇案件”的视频，李
昌钰不得不发声辟谣，并提醒所有
围观者警惕。在胡某宇失踪多日

仍无线索的情况下，各种大胆“猜
想”、编造的离奇理由混淆了公众
视线，“倒卖器官说”“特殊血型说”
“被化学老师用药水化掉”等谣言
一度引发群众恐慌。根据尸检结
果，胡某宇尸体各脏器在位无缺
失，这一结论攻破了他失踪后网络
上耸人听闻的各种谣言。
谣言为何满天飞？胡某宇失

踪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00
多天后尸体才被发现，客观上为谣
言反复“发酵”提供了时间和空
间。有关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此作了解释，并承认工作存在不
足、将举一反三进一步改进。
而流量为王、利益驱动成为自

媒体无底线蹭炒热点的驱动力。
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失踪
106天与120多种谣言》，致远中学
校门对面的饭店老板回忆，过去3

个月，常常有成批举着自拍杆的
网络主播，来到店里吃饭。他们
举起自拍杆，把手机镜头对准致
远中学、南面的金鸡山以及铅山
县的一草一木。“听说他们在这里
直播一上午就可以打赏一千多元，
我们开饭店累死累活都赚不到这
么多钱。”
由于当时官方调查结果尚未发

布，急于知道真相的网友们，容易在
“以假乱真”精心编造的细节中被
“带节奏”，推动热点不断升温。当

“胡某宇”成为流量密码，“人血馒
头”一次次被消费，让部分自媒体经
营者赚得盆满钵满。
此番中央网信办对网络谣言

“亮剑”，通过打击无底线造谣炒作
者、让其付出代价，对其他无良自
媒体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有利于维
护清朗的网络生态。但我们也要
看到，公众的关注是把“双刃剑”，
专业主流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把事
件晒在“阳光下”，对厘清事件真相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用事实
驱散各类阴谋论，相关部门应给予
支持和配合。但利用人间悲剧吃
“人血馒头”、在网络世界造谣抹
黑，该休矣！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会좫맺솽믡

全国政协委员黄绮所提建议被吸收进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对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实施严格从业限制

2020年10月17日，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黄绮，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提

交的提案《关于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

制制度构建与完善的建议》，被吸收进了此次

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202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给

黄绮委员的提案答复中表示，“您提出的构建

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等建议，

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切实做好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

至2016年间，平均每天发生的猥亵儿童案件

超过7起。研究表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

有作案手段隐蔽、密切接触人员作案比例高、

重犯率高等特点。对此，黄绮在出席2020年

5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时，提交的提案中表示：

“犯罪预防必要性十分突出。从防范角度出

发，应对涉性侵违法犯罪人员实施严格的从

业限制制度。对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在

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职业中实行终身

限制。”

黄绮认为，从业禁止的制度与机制设立

几乎是空白的，对性侵害罪犯进行从业限制，

至少涉及性犯罪人员的信息收集、信息公开、

信息查询等问题。所以该类信息的登记制

度、报告制度、公告和查询制度等都需要尽快

建立完善。而且，这些制度还需要在全国层

面去建立和完善，只有在全国层面统一了，才

能杜绝钻空子。“应当建立统一规范的性侵害

犯罪人员风险评估制度，从而对风险程度高

的群体实施更加严格的从业禁止；对风险程

度较低的群体或教育矫治效果较好的群体实

施限制相对较少的从业禁止。”

全国人大法工委在提案答复中说，已对

修订草案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修改，要求学校、

幼儿园应当对教职员工加强教育和管理，预

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

为。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

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

聘者是否具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

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等。

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开始实施，新增的第六十二条规定，密

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

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

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

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

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

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

查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

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

黄绮做了3届上海市政协委员、5年全国

政协委员，她始终关注法治建设和各类民生

问题，扎实开展调研，并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

建言献策，不少都被采纳落实。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凛冬已

尽，暖春将至，上海家电行业已经感

受到春的气息。日前，第十七届上

海家电嘉年华暨家电创新发展峰会

在沪举行。会上，一批主打绿色智

能的首发新品集中亮相，再加上上

海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政策的

助力，新一轮绿色智能家电普及浪

潮正在到来。

在提振大宗消费方面，汽车、家

电、餐饮、家居被称为“四大金刚”，这

四大类占社零总额的1/4左右。2022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促进家电消

费发展的政策，重点支持绿色家电智

能家电发展。上海也在去年下半年

出台上海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

政策，安排节能减排专项资金2亿

元。具体来说，在沪消费者购买八

大类一级能效家电商品，每人即买

即享相应的补贴，最高可达1000元。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自去年

10月1日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覆

盖本市主要家电家居专业店、品牌

企业和经销商代表、商超卖场、电商

企业30余家200多个门店。参与企

业上海地区全品类大家电销售额同

比增长近68%，其中补贴商品销售

额同比增长50%以上，累计补贴对

象近10万人，政策拉动效应明显。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家电市场

更洋溢起了可观的消费热情，特别

是绿色智能家电的良好表现，为业

界注入不少信心。来自苏宁易购的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其全国可比电

器店客流量对比2019年持平略有

增长，销售额增长5%。

“今年消费者对于家电产品的

需求有望转好，市场将迎来确定性

修复。”奥维云网总裁郭梅德在家电

创新发展峰会上表示，市场主要的

驱动因素来自生产生活回归常态后

的消费者信心提升、消费者对品质

家电和健康家电的需求复苏、部分

积压需求的释放、行业产品与功能

技术迭代升级、企业端和渠道端的

共同推广等。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劳帼龄则表示，在消费复苏

之年，家电企业应该积极行动，满足

“Z世代”“银发族”的消费需求，以

高质量供给抓住新需求，同时提高

自己的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能力是

家电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存量主导时代，建议企业通过全

流程、全要素、全节点上平台，打造

以端到端流程为基础、数据为核心、

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数字化运营体

系，快速响应市场需求。”

日前，上海出台了《上海市提信

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

32条，提出要支持消费市场创新发

展，对具有市场引领性的创新业态

活动和对消费市场增长有突出贡献

的零售企业，每年奖励最高100万

元。促进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继

续实施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等惠

民生政策，进一步优化政策流程、扩

大补贴品类和增加参与企业。

面对政策支持，上海交电家电商

业行业协会会长邓永明表示，商务部

已将今年确立为“2023消费提振年”，

上海家电人要开启家电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征程，在恢复和增强消费、

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累计补贴10万人，拉动相关产品销售增长超50%

绿色智能家电消费补贴
助力上海家电市场回暖

原上钢五

厂的3座高耸

的钢厂烟囱作

为工业遗存被

保留下来，并

且进行了创新

设计和装饰，

重获新生……

近日，宝山吴

淞口国际科创

城首发项目二

期正在紧锣密

鼓施工中，而项

目一期南楼完

成改造并交

付，现已开始

内部装修。宝

山吴淞口国际

科创城首发项

目未来将被打

造成全国老工

业基地转型发

展和城市更新

示范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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