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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吴宇

面对茫茫出入境旅客“大海捞针”，一

个14人的集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

在数万名乘客中发现个位数的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记者日前走近上海海关所属虹桥

机场海关旅检一科，探寻国门卫士的战

“疫”之道。

一个要求测温的拦截：
防范疫情输出

虹桥机场海关的战“疫”1月下旬就打

响了，当时的工作重点是“防输出”。一名

从武汉途经上海至东亚某国的外籍旅客，

一回国下飞机即主动向该国官方报告发

热，随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

时间，“中国国门”的管理水平受到质疑。

调取当天视频监控显示：当天13时

许，这名外籍旅客进入虹桥机场海关出境

测温通道，没有正面测温，而是出现了侧身

经过的反常举动，有分散现场工作人员注

意力的嫌疑。旅检一科值守关员王丛昀及

时发现并拦截，要求其取下口罩并退回测

温点复测。这名旅客按要求复测，红外线

测温系统显示体温36.5摄氏度，无发热情

况，遂被放行。

正是王丛昀这个要求测温的拦截，化

解了境外方面的疑问，树立了中国负责任

的“国门”形象。

王丛昀是一位年轻的女性，硕士毕业

进入虹桥机场海关已近5年，一直执守在

“国门”旅检一线。她向新华社记者表示，

面对那名准备出境的外籍旅客，自己做出

要求测温的拦截，只是职业习惯使然。

在“无症状”中发现
虹桥首例输入性病例

3月10日，一名从美国纽约出发的旅

客，经香港转机，入境上海虹桥机场，测温

正常，无发病症状。但在虹桥机场海关旅

检一科关员谨慎严密管控下，这名旅客新

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成为虹桥机场海

关近期发现的首例输入性病例。

当时美国的确诊病例数并不太高。海

关人员如何能在“无症状”中发现问题？虹

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科长王荧向新华社记

者表示，一是考虑到这名旅客经历了近24

小时的密闭空间旅行，辗转大半个地球，途

中接触史复杂；二是考虑到这名

旅客入境后目的地在外地，如果

有风险，最好也要限制在上海。

他说：“守在‘国门’一线，靠的是

责任心，容不得一丝马虎。”

在这名纽约来客入境当天，

王荧和同事果断决定，对其进行

咽拭子采样，并移交地方卫生部门。第二

天，这名旅客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在此之后，旅检一科又陆续发现多例输入

性病例。

据统计，从1月24日以来的2个月时

间里，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累计验放出

入境旅客44325人次，进行登临检疫19架

次，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3013人次。

双重考验下不敢懈怠

在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面对从“防输

出”到“防输入”的双重考验，每个人都在以实

际行动默默回答：“坚守岗位，不敢懈怠。”

在旅检通道，记者看到一名站着审核

旅客健康申明卡的海关关员。他叫刘贺

生，是一名缉私能手，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的

毛病犯了，不仅无法安坐，连睡觉也只能趴

着。伤病限制他爬不进自家汽车、开不了

车，他就一度换骑电动摩托车，坚持上班。

旅检一科副科长刘雄岭，有高血压，他

宁可随身带着血压仪，也要把自己“钉”在

旅检一线岗位上。还有多个关员，当疫情

警报还未正式响起，就主动放弃了外出旅

行或提前中止休假，两个多月来一直守卫

着虹桥机场“国门”。在他们背后，是整个

虹桥机场海关艰巨繁重的疫情防控压力，

每个关员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集中力量做好上海航空口岸的境外

疫情防输入工作，自3月25日零时起，虹

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港澳台的进出港航

班业务，并将虹桥机场此前所有国际、港澳

台航班转场至浦东机场运营。包括旅检一

科在内，虹桥机场海关关员开始转场浦东

机场再战疫情。作为国门卫士，他们依然

奋战在一线。

《检察日报》宿广田

“害怕，但停不下来。”16岁的少年超

超是江苏徐州一名普通的高二学生，但在

“溪宝宝77”的直播间里，他是仅次于主播

的大人物——拥有禁止其他网友发言权力

的“房管”。这一权力是靠他在手机上打赏

主播约40万元换来的。很多时候，超超自

己也说不清楚，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

……

据统计，手机已成为未成年人的首要

上网设备，移动社交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与

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移动社交平台打着即时通讯的旗

号，实则大肆构建内容平台。相关系统缺

乏防沉迷或审查机制，大量低俗、猎奇内容

隐蔽传播。对此，有专家表示，做好青少年

网络保护工作，应当把相关社交平台纳入

监管范围。

手机社交软件乱象：
充斥低俗、色情、猎奇内容

未成年人利用手机接触网络的时间和

频率都在增加，而一些移动社交平台的“不

设防”也让孩子们接触有害信息的几率大

大增加。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手机社交平

台搭建的内容系统中充斥着大量传播低

俗、色情、猎奇信息的自媒体内容。

例如，手机QQ中的“看点”平台包含

很多打色情擦边球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

一些简述国外伦理电影的视频，这些伦理

电影包含婚姻出轨、乱伦、恋足癖等畸形爱

恋内容，并有很多衣着暴露甚至是性暗示

的镜头，其中一些电影在国外属于限制级

的成人影片。

除此之外，在一些手机社交软件搭建

的平台中还包含很多迷信、恐怖内容，某些

自媒体账号甚至长期更新这些猎奇内容。

比如手机QQ看点平台中，一个名为“寂寥

无声”的自媒体账号，以恐怖漫画的形式持

续更新，已经发布700余条内容，粉丝数达

4万。

“青少年模式”：
未覆盖手机社交软件平台

为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青少年

模式”开始在网络平台上线。去年5月，

国内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上线了“青

少年防沉迷系统”。国家网信办网站发布

消息称，截至2019年10月14日，国内共

有53家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网络防

沉迷工作基本覆盖国内主要网络直播和

视频平台。

目前，我国在网络游戏、网络视频领域

均施行了防沉迷举措，但针对网络社交、网

络文学等领域的防沉迷手段较少。

仍以手机QQ的看点平台为例，该平

台不仅没有为用户提供“青少年模式”选

项，强行绑定在手机QQ中的方式也让其

无法被彻底关闭。记者调查发现，看点平

台默认入口位于手机版QQ底部导航栏的

中间位置，需要用户点击头像，进入“设置”

中的“辅助功能”才能选择在导航栏将其

“隐藏”。而且用户只能选择隐藏该平台，

无法彻底将其去除。只要重复上述操作，

在“辅助功能”中选择“显示”，其又会重新

在手机QQ底部的导航栏出现，整个过程

中并不需要设置或验证密码。

而同样是作为网络社交软件的新浪微

博，已经在其“设置”菜单中为用户提供了

“青少年模式”选项。同时，在这一模式中，

新浪微博精选了教育类、益智类的内容进

行推荐，并对不适宜青少年的内容进行了

过滤。用户可以设置、验证密码用来开启、

取消“青少年模式”。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影响
大脑发育，或成为犯罪诱因

2018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

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中增添了“游戏

障碍”的条目，将其列入成瘾行为障碍的类

别中。南都新业态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苗

表示，将游戏障碍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的

决定，反映了目前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专

家达成的共识。

2018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

布《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

（2018版）》，对网络成瘾的定义及其诊断标

准进行了明确界定：网络成瘾指在无成瘾物

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

现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

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其中，持续时间是诊断

网络成瘾障碍的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相

关行为需至少持续12个月才能确诊。

“沉迷网络的孩子，往往有记忆力差、

脾气暴躁、性格内向等不同的表现，这是因

为长时间的网络成瘾，会引起大脑结构的

生理性改变。”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三

科（物质依赖科）主任医师盘圣明曾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实验证明，对于长期沉迷网络

的青少年来说，其大脑前额叶的葡萄糖代

谢、氧代谢明显下降，时间久了，会对前额

叶的功能造成影响，尤其是青少年会影响

大脑发育，出现情感麻痹等症状，注意力、

情感能力、情绪表达能力有所退化。

刘苗表示，为了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

网络游戏、社交等行为，沉迷者往往会放弃

现实生活中正常的交往活动，把自己封闭

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这可能会让未成年人

逐渐和现实世界割裂，容易形成孤僻、冷

漠，甚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这成为未

成年人犯罪的一个诱因。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除了限制时间也要精选内容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69.7%的未成年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手

机。与之相伴的是，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现

象十分严峻。2018年9月25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就青少年健康问题召开新闻发

布会，会上透露，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青

少年过度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6%，我国

发病率接近10%左右。

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表示，做好

未成年人网络防沉迷工作，不仅要在网

络游戏领域设置“青少年模式”，还应将

这种模式扩大到包括社交软件在内的其

他网络领域。刘德良还表示，未成年人

心智发育不够成熟，不仅要对其接触网

络时间的长短进行限制，也有必要对其

接触到的网络内容实行分级或精选，这

在其他国家是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

重要方面。

2019年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

（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修订草案新增“网

络保护”专章，其中规定对未成年人使用网

络游戏实行时间管理。而早在2005年6

月，原新闻出版总署组织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主体就制定出《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

开发标准》。2019年10月，国家新闻出版

署发布《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通知》，提出实行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册

制度、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

段时长、规范向未成年人提供付费服务等

六大举措。

对此，刘德良认为，目前相对于修改未

成年人保护法来说，更应注重对于已有预

防青少年网络沉迷的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落

实。他表示，应该完善相关奖励、举报、投

诉规则，真正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刘苗则表示，当前游戏防沉迷已成为

国际共识，其中游戏分级是当前较为常见

的一项措施，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纳。结合

韩国、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的防沉迷实践

现状来看，当前的防沉迷系统主要在游戏

领域中展开。刘苗建议，应强化包括社交

软件在内各领域的未成年人防沉迷监管，

针对不同的领域和产品来细化防沉迷的

规制。

3月25日，在浦东国际机场，海关人员对入境人员进

行流行病调查。 新华社 刘颖 摄

记者调查：一些移动社交平台充斥着低俗、色情、猎奇内容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应漏掉社交软件

从“防输出”到“防输入”
上海虹桥机场海关旅检一科的战“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