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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小学生从事各类网上社会

化活动的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学历段，但在

初中阶段开始出现增长，部分活动在高中阶

段的增幅出现下滑。这表明初中阶段是未

成年人网络社会属性的形成期，高中阶段是

对其网络社会属性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未成年人的网络社会属性在初中开始

形成，高中得到巩固，应基于这一特点进行

差异化网络教育。”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权益部负责人表示，针对小学生网民，应注

重上网时长的管理，培养孩子对互联网的正

确认识；针对初中生网民，应侧重其互联网

应用技能的培养，重视文明上网、信息安全

等方面的教育；针对高中生网民，应锻炼其

在网络信息甄别、工具使用、创新创作等方

面的能力，培养对社会的正确认知，并鼓励

其利用互联网提高创造能力。

同时，还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网络素养

教育体系，明确新时代青少年群体的网络素

养内涵。在此基础上，将网络素养教育拓展

至全民，纠正家长、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

使用互联网的错误认知，使家长具备管理和

引导子女正确上网的能力，消除其对互联网

不良影响的焦虑心理。

违建反复“如影随形”，
居民叫苦不迭

“每天一进小区大门，横七竖八地到处

乱停着车，电瓶车、摩托车东倒西歪，我都

不好意思喊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长期以

来，脏乱差的小区环境，让四川成都市向龙

小区老住户张文辉感到糟心。

向龙小区位于成都东北角，是农村拆

迁安置小区。作为10多年的老旧小区，在

陆续入住之后，一些居民就开始乱搭乱建，

占据小区主要通道、公共绿地和楼顶空间，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们矛盾多、意见

大、投诉频繁。

虽然物业多次警告、劝说，但违建户却

越来越多，违建设施陆续增至59处之多。

“我们心里很清楚，违章建设是不合法的，

但看到别人占了，觉得自己不这么做就吃

亏了。”一个违建户坦言。在这种法不责众

的侥幸心理驱使下，不少人抢着搭建违章

建筑，甚至出现先到先得的情景。

北京西部某老旧小区，建设之初并未

规划车位。如今，整个小区到处是居民私

自加的车位地锁，“抢车位”大战硝烟弥

漫。西南某市，一小区居民“集资”在楼顶

抢建14间“平房”，相关部门多次出面才被

拆除……

面对日益“如影随形”的各类违建，居

民叫苦不迭。

为了破解小区违建难题，向龙小区社

区党总支书记张志蓉说，在成都市城管委

的牵头下，街道、社区和相关部门陆续参与

进来，共同想办法。2019年5月30日，龙

潭街道与向龙社区出动执法和工作人员

100余人、执法车辆20余台、施工机械3

台、切割设备4台，对小区违建全面进行拆

除，共清理废旧建渣23车、30余吨。

只有向城市“痼疾”开刀，才能建设美

丽家园。从2018年开始，上海启动无违

建居村（街镇）创建工作。仅2018年一

年，依法拆除的违建就有 24.17 万处、

4275万平方米，5883个“无违建先进居

村”诞生，47%的街镇实现“无违建先进街

镇”创建。

机制不健全、力量薄弱、要
素匮乏

城市老旧小区治违是各大城市面临的

难题。目前，治理违建仍面临多重挑战，亟

待加快解决。

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成都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总队案件审核处处长黄挺松说，

当前违建治理顶层设计相对滞后，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协同配合、联勤联动的执法

机制已初步形成，但还没形成最优合力，难

以达到综合施治的目标，呼吁尽快建立“发

现及时、查处有力、综合施治”的违法建设

查处机制，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一线执法力量配置薄弱。记者了解

到，当前基层执法力量配置单薄，难以满足

执法实际需要。治理违法建设主要依靠行

政执法部门，基层社区组织动员不充分，参

与人员有限，需要大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充实壮大执法队伍，保障违建整治工作迫

切需要。

保障要素缺乏。一线执法人员认为，

基层拆违经费不足，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完

成后，部分区县违建拆除经费仍有未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的情况，日常工作经费无法

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社区经费匮乏也是常态。“我们社区

2019年全年的经费，上半年在违建治理拆

除、改造等过程中就已经用完了。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我们希望有更多相关的专项

财力支持。”张志蓉说。

社会发动不充分。一些基层干部建

议，当前治理违建社会发动不充分，还未形

成舆论震慑力。需要从上到下加强宣传引

导，拆除一批重大典型违法建设，营造查违

拆违治违的强大社会舆论影响力。

祛除小区违建痼疾仍缺好办法

未成年人的网络生活有哪些新趋势？

报告指出，互联网对于低龄群体的

渗透能力持续增强，32.9%的小学生网

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这对家

庭的上网技能教育、网络内容监督管

理、互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均提出

更高要求。

“要重视针对学龄前儿童的上网管

理和教育问题。”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

年权益部负责人认为，目前小学生在学

龄前就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已达 32.9%，

预期将有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在学龄前

就接触互联网。单纯的限制难以达到效

果，对孩子上网进行积极的教育、引导

和管理才是有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正确

方式。

新华社 王思北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 心 13 日 联 合 发 布 的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

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

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93.1%。我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相

当普及。

在享受互联网带来便利

的同时，未成年人的网络生

活有哪些新趋势？如何保障

他们健康上网？记者对报告

进行了梳理。

学习、听音乐、玩游戏位列未成年网

民上网经常从事的各类活动中的前三

位。报告称，网上学习方面，未成年人的

网上学习与学校课堂教育深度融合，更多

表现为课堂教育的延伸。网上娱乐方面，

听音乐和玩游戏仍然是最主要的娱乐活

动，看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的比例分别比

2018年提升5.7和 6.4个百分点。上网聊

天是未成年人最主要的网上沟通社交方

式，占58.0%。

“互联网对未成年人休闲娱乐方面的

影响比对学习的影响更为普遍。如果家

庭和社会不能对未成年人网上娱乐活动

进行正确管理与引导，有可能影响到未成

年人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共青团中央维

护青少年权益部负责人建议，相关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互联网企业应分别结合自

身职责，对未成年人网上娱乐活动推出保

护性措施，在政策和机制上避免过度网上

娱乐。同时，采用多种方式降低未成年人

网络沉迷风险。

趋势二：未成年人上网最常学习、听音乐、玩游戏

趋势一：越来越多的“宝宝”学龄前触网

趋势三：初中是网络社会属性形成的关键期

《半月谈》董小红

伸出来的雨棚、拔地而起的茶棚、各种车位地锁……到处是花花绿绿的违建，这在各大城市老旧小区相当常见，令人

头疼。小区违建不仅影响市容市貌，更会带来安全隐患。近日，记者走访部分小区，了解治理违建面临的多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