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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村阿公对10岁女童伸出魔爪

2年前，小丽（化名）才10岁。有段时间，

同村一位阿公对她很亲昵，经常摸她头，有时

还搂抱她。尽管小丽有些反感，但因为是长

辈，她也没有激烈反抗。小丽跟妈妈也发过牢

骚，妈妈却责备女儿不懂礼貌，小丽只好默不

作声，尽量避免与阿公接触。

某天，小丽被阿公带到一个小竹园。“阿公

帮你看看身体。”老头撩起小丽的衣服，用手抚

摸了女孩的胸部，“回家后不能告诉爸爸妈妈

哦。”小丽被突如其来的举动吓懵了，怔在了

原地。

之后，小丽经常被阿公带到稻田、小竹园、

水库边小屋等地，或性侵或猥亵，直到被小丽

的亲戚看到了，事情才暴露。

老头因强奸、猥亵儿童两项罪名，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8年3个月。尽管施暴者受到了

法律的制裁，但小女孩受到的伤害却令人心

痛。医生检查后发现，小丽被染上了性病。

据临海法院统计，近三年来该院共受理各

类侵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60 件 86 人，有

79.3%的性侵或猥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在熟人

身上——委托邻居照顾，两姐妹反被猥亵；母

亲的同居男友猥亵女儿；房东猥亵房客女儿

等等。

临海法院少年庭办过这样一个案子：杨某

在一所学校教学生写作文，9岁的小花（化名）

去补习时，杨某趁改作业的空档，对小花伸出

了魔爪……

法官介绍，一部分性侵案件中，被害人尤

其是14岁以下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哪些

部位是严禁他人触碰的，不明白被侵害的危

险，自我保护意识严重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太弱。

被害人中男童占了17.02%

由于性教育多数围绕女孩，男孩容易被忽

视。但实际上，男童被性侵事件一旦发生，隐

蔽性更强，侵害的时间跨度较长，受侵害人数

往往较多。

2014年8月的一天，临海某中学初一学生

小江（化名）在一家电玩店打游戏，一名李姓男

子在一旁观看，两人聊了一会儿游戏。后来，

李某加了小江的QQ，两人慢慢熟悉起来。

之后，李某多次约小江出去玩，通过送零

食、给零钱，赢得小江好感。后来，李某带小江

去了一家网吧，在包厢内特意播放黄色视频。

小江惊得不知所措，李某趁机对他进行了

猥亵。

小江并非唯一一个被害人。从2012年起，

李某多次在网吧包厢等地，先后对8名在读初

一男童进行猥亵。法院最后以猥亵儿童罪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4年8个月。

据统计，临海法院审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

件中涉及47名被害人，其中有8人系12岁到

13岁的男童，占被害人总数的17.02%。

在李某这起案件中，受侵害的男童没有一

个主动向家长和老师报告，如不是老师发现异

样，李某或许还在继续实施犯罪。

临海法院调研发现，被害人主动报案率

低，一方面是一些被害人因年龄小不清楚事情

严重性，不知道要报案；另一方面是一些被害

人及家长“顾及面子”“保全名节”，不想或不愿

报案。有些案件中，被害人及家属在案发后和

被告人一方甚至进行较长时间的接触“谈判”，

意欲“私了”，最后失败，在事发一两个月甚至

半年后才向公安机关报案，大大增加了案件侦

破、定罪量刑的难度。

多管齐下做孩子的保护天使

据临海法院统计，在遭受性侵的被害人

中，10岁到14岁的未成年人居多，占总数的

46.8%；10岁以下的有6人，占12.76%；年龄最

小的仅3周岁。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存在被性侵

或猥亵的可能，孰不知性教育的缺失有可能让

孩子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该院少年庭庭长告

诉记者。

她建议，防范未成年人性侵，一方面要强

化家庭教育，父母应当对未成年子女加强适合

其心理和生理发展的性教育和性侵害防范教

育，正确引导青春期的未成年人，防止其误入

歧途；另一方面，学校应强化性侵害防范教育，

设置相关教育课程，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适时开展防范教育，指导家长开展防范性侵教

育工作，提高师生、家长对性侵害的认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另外，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对教师侮辱、侵害学生的行为绝不遮

掩、包庇和纵容，对侵害学生的教职工坚决清

查清退，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惩。

走出创新管理新路

2012年，郑国云开始负责剧毒、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管理。没多久，他就发现问题——放

置危化品的工厂仓库有些没上锁，有些是简易

木门。“我们去检查、登记，也没有相应称量工

具，厂里使用了多少量只能估个大概。”郑国云

回忆。

正因如此，曾发生过危化品从正规渠道流

入社会的案件。2010年前后，乐清一家化工原

料公司通过“截留”的方式，将经过备案登记的

硝酸缺斤短两出售。而后，这些被“截留”的硝

酸未经有关部门备案登记便进行销售。

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乐清在加强危

化品管理信息化制度化建设中，走出了创新之

路——以“大数据”来管理危化品。

从平台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乐清全

市剧毒、易制爆从业单位信息214条，从业人员

信息1216条，录入检查记录1833条，发送提醒

短信310条，掌控物品流向信息26596条，检查

率、信息登记率、安全隐患整治率均达100%。

这些大数据为管好危化品打下了基础。

购运用流向全掌控

“黑科技”是如何管理的？郑国云从一桶危

化品说起，向记者介绍了整个流程。

当危化品被卖出、要被领用出库时，保管人

员会在库房内将危化品放入一个专用桶内并上

锁。在蓝牙电子秤上过秤后，销售单位会打印

一张二维码订单，上面有出售危化品的具体份

量和去向，保管人员使用手机APP扫描绑定，

这桶危化品的信息就会上传到平台。

为保证运输安全，警方和销售单位沟通，在

运输车辆上加装物联网信号感应器和GPS定

位专用锁，在运输路径和销售、使用单位分别安

装物联网信号基站，车辆行驶轨迹在平台中全

程显示。同时车辆在上锁后，只有到达预设目

的地或基站信号范围内才可解锁，一旦发生非

正常开锁或偏离正常运输轨迹的，平台将自动

预警并向监管人员发送信息。

当危化品送到使用单位，领用人员扫一扫

桶上的二维码，确认危化品送达。随后，再次经

过蓝牙电子秤称重，确认无误后，又生成一个新

的二维码，封贴于专用容器上。运送至使用场

地后，工作人员通过手机APP采集现场视频截

图，在验证二维码无误后才能开启使用。如中

途开启、损毁或总量不一致，平台将自动报警，

对未采集截图的，平台也会自动向警方预警。

内部监管无死角

储存方面，郑国云说，他们对企业内部进行

硬件技术改造，对从业单位技防措施进行智能

化升级，并与平台对接，实现内部监管无死角。

企业对老旧仓库进行改造升级，在入口处

安装指纹和人像扫描门禁系统，并设置专职保

管员。保管员每次进入仓库都要经过指纹、人

像扫描双重认证，门禁系统实时向平台传输扫

描信息。

仓库内，几台“大眼睛”实时盯着危化品。

“今年6月，我们通过平台监控发现一家公司领

取易制爆锌粉后放置在车间2天，另一家公司

将未使用完的氰化钠放置在车间过夜1天。这

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及时予以纠正，并依法进

行处罚。”郑国云说。

仓库内还有特殊的报警系统——红外感应

和声光报警装置，以及手触式报警按钮。这些

系统都与公安指挥中心连接，一旦有人触发，警

方就会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处置。

据了解，这个平台自2015年在乐清试点成

功后，2016年在温州全市推广使用，目前已在

全省推广。

临海法院整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一些现象让人心惊——

熟人作案很常见 男孩也常遭黑手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临宣

最近，金马奖最佳导

演影片《嘉年华》正在热

映，同时北京红黄蓝幼儿

园事件也引发关注，“未

成年人性侵”这个沉重的

话题再次被摆在我们

面前。

近日，临海法院对该

院近三年来未成年人性

侵案件进行整理分析后

发现，日常生活中，家长

对于此类案件存在不少

误区，比如以为熟人很安

全、男孩不会遭受侵害等

等，但现实的案例告诉我

们，事实并非如此。

每桶危化品都有自己的专属二维码
乐清警方“发明”的危化品监管“黑科技”如今已在全省推广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郑为民

每天一上班，温州乐

清市公安局治安二大队

负责危化品管理的民警

郑国云，都会先打开“剧

毒易制爆信息系统”管理

平台，查看相关企业的监

控、指纹锁、电子巡查和

报警系统是否正常，比对

储存的危化品与登记量

是否一致，以及危化品的

销售、购买和使用情况。

可别小看这个平台，它是

乐清公安花了几年功夫

打造出来的“黑科技”。

在这个平台里，每桶

危化品都有自己的专属

二维码，可以被实时查

看，比如货车运输时，民

警可以在平台上精确定

位到每桶危化品。据了

解，这个平台实现了危化

品销售、运输、储存、使用

等环节的全闭环监管，听

起来是不是很玄乎？别

急，跟着记者一起来了解

这个“黑科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