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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儿童性侵，光靠家长、

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的力量是不

够的，孩子们更需要法律层面的

保护。

在和杭州一墨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娟利的交流中，记者得知，目

前我国对于性侵儿童的法律法规

相对欠缺，《宪法》《未成年人保护

法》对此的规定大多属于倡导性

规范，并无实质性、针对性的规

定。而且，虽然男童被性侵的现

状同样不可忽视，但在这一点上，

我国法律多年未有更进一步的发

展，性侵男童的犯罪仅有猥亵儿

童罪予以规制，强奸罪的犯罪对

象依然集中在妇女、幼女。

在赵娟利看来，相比其他国

家，我国对于性侵儿童的惩罚并

不算轻。以强奸罪为例，起刑为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

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从重处

罚，情节严重的最高可至死刑。

但是，我国对于如何防止儿童性

侵案再次发生的法律法规却寥寥

无几。“有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性

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类罪犯之

首。单纯的惩罚措施不能防止某

些犯罪人员重复犯罪，如何通过

完善法律制度达到切实有效的预

防作用已迫在眉睫。”赵娟利介

绍，美国前有性犯罪前科者必须

登记在案的《梅根法案》，后有性

侵儿童罪犯强制佩戴电子脚镣

的《杰西卡法案》，韩国、美国、英

国、波兰、澳大利亚更是将化学

阉割纳入法律，这些儿童保护措

施及犯罪预防措施的力度都是

相当大的。

去年6月，慈溪市检察院牵

头法院、公安等部门出台了《性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

施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

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

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

刑期间，通过发文各单位的门户

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

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方便公众

随时查询。这个实施办法堪称慈

溪版的《梅根法案》，一经出台便

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赵娟利表

示，公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

员信息的规定虽然还没有上升到

法律层面，但地方已有意识地开

始试点，未来我国出台相关法律

也不无可能。

法律上的难题
可期许的未来

“女童保护”讲师给家长们作培训

教会“素媛”保护自己
对“性侵儿童”说不，他们正在全力以赴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那位大叔让我给他

撑伞。我想过直接走，可

我觉得该给淋雨的大叔撑

伞，所以我就给他撑了。

但人们都说是我的错，谁

也不夸我……”韩国电影

《素媛》里，善良的小女孩

素媛在上学路上为一个醉

汉撑伞，结果却遭到了对

方可怕的摧残。

现实有时比电影情节

更残酷。最高人民法院的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 至

2016年的4年间，全国法

院审结的性侵儿童案件量

达10782起，换算下来，平

均每天审结的案件超过7

起。注意，这仅是进入司

法系统审理的案件量，而

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还

有大量案件因被害人没有

报案而隐藏着。

事实上，这不仅不该

被藏着掖着，还应该成为

大众必须正视的问题。如

何让孩童学会保护自己，

勇敢地对性侵说“不”？社

会又该如何为儿童撑起人

身安全的保护伞？近日，

记者走进“女童保护”温州

团队寻求答案。

眼前的陈晓青留着披肩发，个子不高，举手

投足间很是知性温婉。她真诚、会聊天，即便语

速不快，仍会每说完一段就停顿片刻，既给听者

消化的时间，也像是在为自己积蓄某种能量。

这或许和她的职业有关——身为温州日报

记者的陈晓青常常奔波于各种新闻现场，向别人

发问；而同时，作为“女童保护”温州团队发起人

之一，她也必须站到台前，寻找机会发声，适时接

受别人的提问。身份的转换有时会让她稍感不

适，但温州人一向敢为人先，她说，只要能让更多

人了解“女童保护”的重要性，再难的事情她也愿

意去尝试。

陈晓青对女童保护的关注源于同行的一次

善举：2013年，全国各地曝出多起14岁以下女

童遭遇性侵的案例，同年6月1日，全国各地百

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女童保护”公

益项目，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2015年3月，温州日报原专刊部主任郑祖欣

偶然得知这一组织，同为人母的她和陈晓青分享

此事并倍感欣喜，“我们也该为温州的孩子做些什

么！”就这样，短短1个月时间里，温州日报联合温

州市教育局、温州市妇女联合会和温州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女童保护”温州项目

组。随后，社会上包括媒体人、教师、心理咨询师

甚至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等各类爱心人士迅速

集结，无私地投身到这场公益活动中。今年3月

22日，温州团队依托温州市儿童福利事业促进会

成立温州市女童保护工作专业委员会，而这也是

浙江省首个专门针对女童保护的社会组织。

“你只有真正身处其中，才会明白肩上的担

子有多沉。”陈晓青告诉记者，根据“女童保护”的

统计，2016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

以下）案件有433起，超过700名儿童受到伤害，

相比2015年同比增长了27.35%。而她加入的

“女童保护”北京总部微信群里，总会第一时间通

报这些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看到这类新闻我

就特别难受，有时看到标题就不敢打开，但现实

就是这么残酷！”

偶然的契机 爱心的集结

“背心、裤衩和裙子覆盖的地方，是隐私部

位”“受他人指使碰触对方的隐私部位也属于性

侵害”……在主题为《爱护我们的身体》的防性侵

课上，林海津通过和台下学生的互动问答，向孩

子们讲述各种自我保护的知识。当讲到“隐私部

位”时，一些孩子害羞地低下了头。课堂略显安

静，需要林海津一步步引导，但课后，许多孩子和

旁听的家长都向她表达了谢意。

和陈晓青一样，林海津也有着双重身份，她

是温州市百里路小学的语文老师，拥有着温州市

名班主任、温州市教坛中坚等响当当的头衔，同

时也是“女童保护”温州鹿城区负责人，是温州地

区取得“女童保护”讲师资格的第一人。就是这

样一位20多年在讲台上气定神宁的老教师，向

记者说起去年的一次经历时，声音还是有些颤

抖。

那是一次平常的防性侵课。当课程进行到

游戏环节时，所有的孩子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

和热情，除了一名在角落的小女孩。她静静地坐

在那里，若有所思，神情里有淡淡的恐惧。林海

津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及时询问了生活老师，

得知小女孩此前多次遭受性侵害，而且施害者还

是个熟人。

“我原本以为自己上一百堂课也不会遇到一

个这样的孩子，但现实是，那还不到我开讲的第

五堂课。”由于怕突然介入会对小女孩造成二次

伤害，林海津下课后私下找到她，友善地说：“很

高兴认识你！现在我们是好朋友了，我希望你以

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随后，林海津火速联

系学校的心理老师，请她长期为小女孩开展心理

辅导。直到最近，林海津得到的消息是：小女孩

已经渐渐摆脱心理阴霾，开始新生活了。

欢乐的游戏 沉默的女孩

不少人以为性侵孩子的都是陌生人，事实

上，性侵孩子的大多是熟人。由“女童保护”发

布的《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

2013-2016年中，熟人作案比例大，最高数据为

87.87%。

“我们没有办法让孩子时刻都处于远离各

种伤害的真空中。所以让孩子早点明白，在生

活中确实存在着可能伤害他们的人、知道什么

是性侵害并学会防范，就极为必要。其中，当然

包括防范熟人。”陈晓青告诉记者，当讲师在课

堂上提出“施害者有可能是老师”时，有旁听教

师会表达自己的不愉快。这种时候，陈晓青会

用数据说话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听着刺

耳，但必须让孩子明白现实。”

在陈晓青看来，整个社会对性教育还是缺

乏足够的认识。2年多来，尽管温州团队中经考

核通过的志愿者讲师人数已达149名，开课359

节，受益学生达3万多人，但根据《2016-2017

年温州最新人口数量统计及人口总数》，温州地

区14岁以下儿童的人口总数达135.57万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群，陈晓青说，他们这一群人

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好在，在志愿者的积极促动下，温州地区教

育部门开始协力推进“一校一讲师”，截至目前，

龙湾区已有12所小学拥有了自己的志愿者讲

师，其他地区也在逐步推进中。

陈晓青告诉记者，研究表明，性教育的最好

年龄是从6岁开始。“6岁是一个界限。这个年

龄的孩子可以坦然地接受有关性的启蒙。错过

了，如同橡树错过了春天，要花很大的气力去弥

补。”所以眼下，“女童保护”团队也选择进入幼

儿园宣传。

危险的熟人 滞后的教育

“女童保护”讲师给孩子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