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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宇

近段时间，多起性侵害案件屡屡登上

国内新闻头条，加深了社会对这种违法犯

罪行为的憎恨和恐惧。性侵害如同一道黑

影，笼罩在所有潜在受害者的头顶，严重威

胁着公民的人身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如何有效治理这一社会“顽疾”，切实保护

潜在受害者人身安全，是各级立法、司法、

执法机关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近日，上

海市闵行区作出的一项重大突破，值得我

们“点赞”。

去年11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办

理某起教师猥亵学生案件时，曾依法建议

法院禁止被告人在一定时期内从事教育及

相关工作，首开“限制性侵罪犯从业”之先

河。今年，闵行区更进一步，尝试将这类禁

令制度化。当地近日实施《关于限制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规定近5年

中实施过强奸，猥亵儿童，组织卖淫，强迫

卖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行为的违法

犯罪人员，将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

相关的职业，限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教育、

医疗、游乐等行业。

要打击性侵害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

人，就需要这种坚决有力的举措，就需要这

种敢作敢为的制度创新。

这项制度创新触及了公众对性侵害

犯罪恐惧的两大痛点——其一是人们对

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极端反感，其二

则是人们对于“潜伏在身边的恶魔”的深

层恐惧。

回顾近些年来引起社会热议的性侵害

案件，许多案件与未成年受害者密切相

关。未成年人是社会未来的希望，本应在

呵护之中健康成长，然而性侵违法犯罪的

魔爪却总是伸向这些祖国的花朵，既令人

愤怒，也使人忧心忡忡。闵行区出台的新

规定，断绝了许多有性侵害倾向的前科人

员的犯罪途径。2016 年，社会组织“女童

保护”曾发布统计报告，显示我国70%以上

针对儿童的性侵害都是“熟人作案”，易于

接触儿童职业的从业者作案占比很高，包

含教师、校车司机、学校厨师、幼儿园工作

人员、保安、舞蹈团成员等。这些职业的从

业者一贯受到未成年人及其家长信赖，只

有依靠有关部门在制度层面严格禁止有前

科的人再次进入这些行业，才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人们心中的恐惧。

尽管闵行区此次出台规定，引来了一

定的争议和反对——反对者认为，这种做

法伤害了性侵罪犯的隐私，构成了对刑满

释放人员的歧视。但说实话，这样的规定

在中国来得已经太晚。1994年，美国女童

梅根遭到有性侵害前科的男子杰西·提门

德夸斯性侵并被杀害，受害者父母根本不

知道这位有前科的“恶魔”搬到了他们居住

的地方。这起事件在美国催生了“梅根法

案”，法案规定所有性侵案犯的信息都将被

公开，以保护潜在受害者不受伤害。闵行

区的新规只是对他们就业的领域作出了限

制，这就好比患传染病的人不适合从事食

品卫生行业一样，只是基于职业要求本身

的考虑，远远谈不上什么“歧视”。

闵行区这次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仅有

开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些性侵案犯离

开了闵行，还是可能混进教师队伍，并可能

借此继续侵害其他地方的未成年人。因

此，我们有理由呼吁其他地方也尽快在这

一方面展开探索，争取早日建成全国一盘

棋的性侵案犯从业限制制度，以真正实现

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

小区隔离墙
叫停没商量
近段时间，北京、深圳等地一些小区

物业设置隔离墙，将商品房和保障房进行

分隔管理，违反了有关物业管理规范，引

起人们关注。北京市住建委日前发布通

知，明确要求企业未经许可不得自行设置

任何形式的区域隔离，否则将受到相应处

罚。

涉事小区分隔管理的做法，违反了地

方政府对配建小区物业的管理规范。以

北京市为例，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加强保障性住房等住房物业服务管理工

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实施统一物业管理

的小区，建设单位不得通过增设围栏、绿

植等方式，将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保

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分割。此外，已建成

的小区增设分隔管理附属设施也违反《物

业管理条例》和《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

必须立即停止。 新华社

朱昌俊

8 月 29 日，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都

被一张张图画刷屏。这是一项由腾讯公

益发起的公益活动——“小朋友画廊”。

在这里，有许多由不同“小朋友”创作的

作品正在出售，每幅售价只有“1元”。不

过，到了午间，一则怀疑投资商捞钱的传

闻刷爆各个微信群。对此，腾讯方面作

出回应：99 公益日“小朋友画廊”H5，是

由腾讯公益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

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

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商”。

购买“小朋友”画作其实是一次公益

募捐。截至8月29日14：30，这一活动募

集到了15029044.79元善款，共有580多万

人参与募捐。如此高的效率，既得益于朋

友圈的这一平台的造势效应，也与活动本

身的低门槛和画作的展示效应有关。从

最终效果来看，这次募捐活动当然是成

功的。但正如质疑所显示的，这次公益

活动本可以做得更好。

首先是程序方面，任何公益募捐活

动，都要清楚表明募捐的目的和善款的

用途去向，以及后续的公开问题。这次

的捐赠页面，据说也注明了善款“将全

部助力中国心智障碍特殊群体的艺术

疗愈和社会融合项目”，但整体看表述

还是较为笼统，受益人也比较模糊。典

型一点是，捐赠者“购买”画作的钱，是

捐给画作作者本人，还是统一使用？此

外，还有相关专业人士对画作的来源和

创作存在疑问，具体到底怎样，这些也宜

事先作出真实的交代，以免引发后续的

质疑。

其次，根据慈善法的相关规定，开展

公开募捐，应当在募捐活动现场或者募

捐活动载体的显著位置，公布募捐组织

名称、公开募捐资格证书、募捐方案、联

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询方法等细节，但这

次的捐赠页面，并未出现相关信息。对

此，相关慈善基金回应称，此前因为人

手有限，所以未能在项目页、官网等公

开渠道上传资格证书，后续会跟进、公

开募捐资格。而这些，本该在发起捐赠

时就同步展示，等到后续由于舆论质疑

再作回应，不仅有失规范，也难免产生不

必要的慈善公信消耗。

去年深圳“罗尔事件”警示我们，朋

友圈慈善本就应该慎之又慎。这种慎

重，要从募捐程序规范操作入手，充分遵

循慈善法的规定与捐赠人的权利，匹配慈

善的本义，体现公益慈善活动应有的专业

性。特别是考虑到朋友圈平台效应的巨

大，任何的一点瑕疵和不足，都有可能被

放大，从而伤及本就脆弱的慈善公信。

事实上，此次活动由平台官方发起，

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通过专业化操作来

形成一种规范化慈善募捐的示范。但就

现实来看，相较这一点似乎还有不小的

距离。好在，相关方面对于质疑的回应

比较迅速，避免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程

序缺陷可能引发的不必要的公信损耗。

所以，不妨把这次“小朋友画廊”当

作一次朋友圈慈善的演练，其中的不足

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而且，我

们说要总结经验和记取教训，也是同时

对踊跃的捐赠者说的。一方面，活动迅

速完成募捐目标，体现了大众的慈善意

愿依然强烈。另一方面，也提示慈善参

与者对于慈善活动应更具“挑剔”和专业

的眼光，不能仅仅是“跟风”参与。

面对价格不高的产品，大多数消

费者被“排队托”忽悠，忍忍就算了，

毕竟损失不大；一旦“房托”成为揽

人、骗人的“道具”，其造成的危害不

容小觑。因此，对“排队托”构建的营

销陷阱不能放任不管。

杨玉龙

近来，“网红店”频频出现，引来社会

关注。“网红店”吸睛的一大利器便是排队

——店铺门前排起长龙，一派生意火爆的

景象，进而吸引消费者。然而，有人提出，

这样的长队是“虚假繁荣”，店铺雇佣“排

队托”已然涉嫌商业欺诈。

“排队托”作为一虚假招式，违背市场

道德，且涉嫌商业欺诈。据悉，“排队托”

已然形成了产业链。在QQ找群功能中搜

索关键词“充场排队”“兼职充场”，就会出

现大量“充场排队顶人气”的QQ群。

面对价格不高的产品，大多数消费者

被“排队托”忽悠上当，忍忍就算了，毕竟

损失不大；一旦“房托”成为揽人、骗人的

“道具”，其造成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比

如，“房托”不仅排队假装购房，还善于利

用买房人的心理，夸赞房子的优点、跟对

方抢定房源甚至抬高价格，这就会引发房

地产市场的混乱。

因此，对“排队托”构建的营销陷阱不

能放任不管。一方面于商家而言，“雇人

排队”虽能得来“虚假繁荣”，倘若产品质量

上不去，消费者终有知道真相的一日，更别

说靠“排队托”编织的消费陷阱，也难逃法

律制裁。因此，商家诚信经营最重要，踏踏

实实搞好经营，这才是安身立命之基。

另一方面，《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

罚办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雇用

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否则，

可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予以

处罚。但是，基于执法取证尚存难点，也

给违法必究带来难题。因此，相关职能部

门既应加大对雇托排队属于商业欺诈的

宣传力度，更应该善于甄别消费者投诉线

索，对不法行为精准出击，依法惩处。

同时，于消费者而言，面对消费市场，

都需要理性看待。一则认清商家的本真

面目，切莫被虚假宣传所蒙蔽；二则也应

理性、科学消费，切莫只贪图品牌、价格、

人气等。事实上，无论何种“托”，只要消

费者不自乱阵脚，就会远离消费陷阱。

限制性侵案前科人员从业，值得点赞
要打击性侵害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就需要这种坚决有力的举措，就

需要这种敢作敢为的制度创新。

对“排队托”营销
不能放任不管

刷爆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本可以做得更好

“小朋友画廊”由平台官方发起，最理想的状态，应当是通过专业化操作来形成一种规范化慈善募捐的示范。不

妨把这次活动当作一次朋友圈慈善的演练，其中的不足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