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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流

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对加强未成年

人文身治理提出系列工作举措。《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

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

教唆未成年人文身。《办法》明确，对文身服务提供者违反

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

近年来，文身的社会流行度增加，并出现低龄化现象；

文身在我国未成年人群体的影响力和接纳度，都有明显上

升趋势。图案冲击、行为新奇、偶像影响，这些因素叠加，

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关注效仿。然而，对于身体和心智发

展都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盲目跟风文身，存在诸多

隐患和风险。今年8月6日，有媒体报道，一名14岁少女

文出“花臂”，其母亲心痛不已，哭诉“300元把女儿的未来

毁了”。

未成年人盲目文身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今年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马骐提出：未成年人文身

不是私事和家事，是关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大事。孩子

们心智尚不成熟，文身后易被标签化，甚至走入歧途。据

某检察院统计，一年被起诉涉罪的未成年人有 360 个，其

中有文身的人数超过半数。基于此，国务院出台《未成年

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

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

人文身。

现代文身是通过机器，将有墨的针头刺入皮肤，留下

图案、颜色。皮肤是人体的天然屏障，会排斥染料异物，引

发过敏性反应。消毒不好，还会导致皮肤伤口细菌、真菌

感染。未经过专业医疗培训的文身师一旦操作不规范，极

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受损、感染。文身针作用于皮肤，稍有

差池，就可能成为传播艾滋病、肝炎等疾病的媒介。

从未成年人成长进步层面分析，未成年人文身对其日

后参军、报考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职位公务员时，均会

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规定，面颈

部文身，着军队制式体能训练服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

厘米的文身，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厘米的文身，均视为体

检不合格。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部分公务员岗位，比

如人民警察的录用体检中，如果有文身，也视为体检不合

格。一些未成年人就是因文身无法报名参军，与参军梦想

失之交臂。

文身已经成为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牛皮癣”，必

须依法治理。此前，有法律人士建议，可以考虑将文身与

吸烟、饮酒等行为一样，纳入未成年人禁止行为加以规

范。一些地方也正采取各种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目

前，浙江绍兴等地已出台相关规范，例如明确文身场所须

张贴风险提示单；须核查身份；文身前须征得未成年人监

护人同意等。特别是，《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明

确，对文身服务提供者违反规定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的，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因此，治理未成年人文身，关键要定制“防护服”。首

先，必须在行政法规基础上，统一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文身，

根治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牛皮癣”。尽快出台未成年人

文身法律规范或司法解释，对文身年龄作出明确限制，禁

止文身机构为未成年人进行文身。同时，应加大力度治理

文身行业，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如对从业人员资质、

文身针来源、处理机制等，给予明确规范和限定。家庭、学

校应从教育入手，对未成年人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和教育

引导，让未成年人理解文身文化本质以及可能造成的不利

影响，让未成年人自觉抵制文身。

戴之深

这几天，1193万经历了疫情背景下苦读时光的学子

走进高考考场，答起考卷。

不知不觉，这已经是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次高考。

在“疫情伴三年”之后，我们都该明白，人生几多风雨，从

来都得自力走过。

今年高考的特别之处是，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创历史

新高，比去年增加115万人。这既意味着竞争的强度有

所提高，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选择相信高考，相信笔尖

底下有力量。我们无法忽略每年弃考的那些无名者，

也无法不为那些毅然而自信迈入高考考场的考生感到

骄傲。

这是孩子们的大考，也是我们的“大考”。有媒体报

道说，今年高考，全国共设普通考场33万个，安排监考及

考务人员102万人。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各地各

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统筹疫情防控和高考组考工

作，全力实现“平安高考”“健康高考”“温馨高考”。

显然，考生所在的各个城市，此前已经进入“高考时

间”，而组考防疫攻坚线的修筑、考试公平安全的维护、

考试服务保障的提供，成为考量一个城市护航高考能力

的主要方面。

在疫情防控的语境中，组织和运行如此重要的考

试，太不容易了。通过各种硬软件的搭建，高考得以平

稳进行。每年如约而至的高考过后，我们完成了一项事

关青年未来的事务，也形成了一种深度共情的精神默

契。在这几天，平时大大咧咧的“大嗓门”知道调低音

量，而即使是一名路人，也会在心中默默为赶考的年轻

人送上祝福。在每一个有高考考场的城市，我们和考生

是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这群青春勃发的赶考者，让我

们的城市多了一道风景线，也让我们的内心生出一份感

动。我们知道，这些孩子，是为自己而“战”，也是为我们

每一个人而“战”。

想想，面对时不时“挑事”的疫情，这些孩子过去度

过的每一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辛、曲折。除了

作为考生家长可以近距离感受到他们的感受外，更多人

很少能打探到他们的心声。他们无声地读与思，他们无

声地倒计时与发出新期待，一样发出青春的“喧哗”。

疫情背景下，很多事物在改变，很多挑战在发生，一

言以蔽之，“变局”已经摆在高考考生的面前。挺过去、

站直了、好起来，这是最纯朴的期许。无疑，经历了疫情

的考验、“双减”的激荡，这些孩子的骨骼更强、视野更

宽、格局更大，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做到“最好”。

数字搭桥梁

累计办理户口迁移和开具户籍

类证明“跨省通办”业务51万余笔、

互联网交管服务惠及35亿人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项户口迁移和开

具户籍类证明“跨省通办”，相关政务

事项在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实现全程网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为生活增添便利。这正是：迁

户无需奔忙，网上即办妥当。数字搭

建桥梁，便民之路通畅。

曹一 图 卜拉 文

“共享法庭”数智助推
“智慧诉讼服务”建设

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共享法庭”效能，数智助推、

协同发力，成为当前“智慧诉讼服务”建设亟需思考

和解决的问题。

王胜东 朱效良

“共享法庭”是落实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数字化改革的重

要实践，是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有效载

体，也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改革举措。“智慧诉讼

服务”以智能化平台为载体，贯通“厅网线巡”全业务，覆盖

诉讼服务全领域，实现对传统诉讼服务的迭代升级。如何

最大程度发挥“共享法庭”效能，数智助推、协同发力，成为

当前“智慧诉讼服务”建设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共享法庭”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和物理

存在，以多跨场景应用为重要抓手，集成浙江解纷码、人民

法院在线服务平台、庭审直播系统、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等软

件模块，依托现有硬件设施进行建设。它具有诉讼服务、化

解纠纷、基层治理三大功能，将服务对象从当事人延伸至基

层干部群众，并延续“智慧诉讼服务”全时空在线特质，依托

线下场所，让当事人跨越“数字鸿沟”。截至今年5月初，浙

江全省共建成“共享法庭”24289个，计划12月底前实现“覆

盖全省所有县（市、区）90%以上乡镇（街道）、90%以上村（社

区）、5个行业或组织”目标。

以“共享法庭”全面推进为契机，数智助推“智慧诉讼服

务”浙江实践高质量发展。浙江“智慧诉讼服务”将依托全

域数字法院建设，借力“共享法庭”建设，让群众在便捷可感

的数字空间里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资源整合，推动法院、

行政机关、信访、基层组织、行业协会等各类要素在平台集

聚；加强平台建设，不断优化平台性能；加强平台融合，线上

打通信访、调解、诉讼“三支队伍”，衔接信访、调解、诉讼“三

个环节”，推动形成线上线下、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一体化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闭环。

法院将协同推进“共享法庭”贯穿“智慧诉讼服务”全过

程的新路径。诉前阶段由庭务主任或代办员引导当事人优

先选择调解将纠纷分流至调解组织先行调解；立案阶段由

诉讼服务人员指导进行就地网上立案、跨域立案；审理阶段

由法官协助当事人在庭前完成在线证据交换、调查、庭前调

解等；执行阶段由庭务主任或代办员协助完成委托送达、执

前督促、执行调查、督促就地履行等事项，最大程度发挥数

智服务对诉讼全流程的正向作用。

提升服务感受方面，优化法官与多元解纷主体良性互

动，逐步探索形成一般纠纷就地调、复杂纠纷指导调、涉诉

纠纷邀请调等多层级解纷模式；以智能化平台做优线上服

务，以“共享法庭”联通线上线下，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利的

诉讼服务；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关心关爱特殊人群，以更加

精细化、精准化的“智慧诉讼服务”为当事人提供更加全面

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2022年第五期中青班学员）

治理未成年人文身，关键要定制“防护服”
治理未成年人文身，必须在行政法规基础上，统一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文身。同时加大力度治理文身行

业，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家庭、学校也应从教育入手，对未成年人给予及时的心理辅导和教育引导。

高考考生面对新“考题”
疫情背景下，很多事物在改变，很多挑战在发

生，一言以蔽之，“变局”已经摆在高考考生的面

前。挺过去、站直了、好起来，这是最纯朴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