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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近日召开的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多位专家提到
未成年人不当使用网络的问题正在加剧。
10 月 21 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专门增设“网络
保护”专章，其中对网络沉迷防治和网络
游戏管理等作出规范。 要更好地保护和引
导“网生代”未成年人，还需全社会共同努
力。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有 1.78 亿未成年网
民，约 33.3%的未成年人存在上网过程中
接触到暴力、赌博、吸毒、色情等违法不良
信息。

据悉，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形成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规则体系。

各方关注的焦点还在于法规的执行落
实。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晶
璞说，网上未成年人保护存在责任主体的
广泛性和法律规范内容的全面性。 政府、
企业、社会、家庭、网民都涵盖其中。 尤其
是企业，在网络“防沉迷”与增加用户“黏
连度”之间的取舍与平衡，需要“刀刃向
内”。

值得欣慰的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已经
意识到从被动接受监管到主动承担责任
的重要性。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

说:“从当前形势来看，互联网企业所有产
品服务，必须把未成年人保护放在最高优
先级，无论对业务冲击多大，都要做彻底、
做扎实，真正解决问题。 到 2019 年底，腾
讯旗下所有游戏都将接入‘防沉迷’系统，
不能接入的一律停运或下架。 ”

当然，网络“防沉迷”最终还是要落脚
到未成年人身上，要切实提升未成年人在
网络世界的辨识力和自控力。 未来的网络
未成年人保护和生态治理，需要倡导一种
理念的转变，确立“未成年人数字权利”概
念。 立法和管理要从“责任导向管制”模式
向“对监管主体赋能”的指引模式转变，从
防止未成年人遭受网络侵害，转向促进未
成年人基于互联网的自我保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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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自摇号政策实施以来，均采取
每期申请者中签机会均等的方式配
置中小客车摇号指标，中签机会与申
请者参加摇号的次数无关，“久摇不
中”的申请人日渐增多。 阶梯摇号可
有效提高“久摇不中”申请人的中签
概率。

然而，吴女士认为，阶梯摇号对
于急需买车的群体来说，仍是杯水车
薪。“如果非常急需用车，还是会选择
拍牌。 因为中签率总体来说仍然很
低。 ”吴女士向记者表示，政策的延续
性也是车主非常关心的问题。“广州
增加 10 万个中小客车增量指标额度
后，是否会继续增加，这也会影响未
来的个人普通车摇号中签率。 ”

“受惠于阶梯摇号政策的应是对

粤 A 牌车辆有个人需求、但暂未有充
足资金竞价的群体。 摇号时间越长，
中签率相对提高，对于中等以下收入
群体将更加人性化。 对于车市而言，
通过一段时间‘阶梯摇号’的实施，可
能会有相关结构性变化，比如拉动经
济型车辆的消费需求。 ”广州市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彭澎分析认为。

汽车业内人士则认为阶梯摇号
对车市影响不大。 一位合资车商销
售主管杨文清分析表示：“该政策对
于长期参与摇号而未中签者来说是
利好，可以提高中签率。 但由于车牌
指标总量没有发生变化， 其对车市
销量的影响也就不会太明显。 ”

阶梯摇号 政 策 并 非 广 州 首
创 。 杭州曾于 2018 年 7 月 1 日
起实行小客车调控新政策 ，调整
后的政策增加了机动车号牌久
摇不中群体的中签概率。

杭州的阶梯摇号政策规定 ，
在现有摇号的基础上 ，每年增投
一定指标 ，为久摇不中的个人另
行组织 2 次摇号 ，并设置阶梯中
签率。 累计摇号达到 24 次的，即
可参加阶梯摇号 ；累计摇号达到
48 次的 ， 获得 2 个摇号基数序
号 ；累计摇号达到 72 次的 ，获得
3 个摇号基数序号 。 截至目前 ，
杭州的个人阶梯摇号活动已经
举办了 3 期 ，车牌指标投放量累
积达 30000 个（每期 10000 个）。

2018年 7月 31日 ， 杭州进行
首次阶梯摇号 ， 投放的指标共1
万个 ， 参与摇号人数达 18.5万 。
此次阶梯摇号整体中签率达到
5.5%左右 ， 约为当年7月个人摇
号中签率（0.62%）的近9倍。

今年 1 月 31 日 ， 杭州进行
了第二次阶梯摇号 ，本次阶梯摇
号的中签率达到 2.89% ，是 2018
年 12 月 普 通 摇 号 中 签 率
（0.66% ） 近 5 倍 。 今年 7 月 31
日 ， 杭州进行的第三期阶梯摇
号 ，根据通报 ，本期阶梯摇号参
加人数达到 333040，摇号基数总
数为 424690 个。个人平均中签率
约为 3%。

（李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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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内容显示， 摇号
阶梯通过增加摇号池中的
基数序号实现。 申请人累计
参加摇号 24 次（含）以内未
中签的，有 1 个摇号基数序
号； 累计参加摇号 25 次至
48 次未中签的，有 2 个摇号
基数序号；累计参加摇号 49
至 72 次未中签的， 有 3 个
摇号基数序号；累计参加摇
号 73 次（含） 以上未中签
的，有 4 个摇号基数序号。

同一申请人拥有多个
摇号基数序号参加摇号时，
其所对应的任意一个摇号
基数序号中签，则在当期自
动取消其对应的其他摇号
基数序号，即一人仅可中签
一个中小客车指标。

此外，已经通过普通车
摇号、节能车摇号或普通车
竞价获得中小客车指标的
申请人，再次申请普通车摇
号、节能车摇号时，已有摇
号基数序号清零，重新计算
摇号次数。

摇号的累计次数和摇
号基数序号数量由系统自
动核算，申请人可登录广州
市中小客车指标调控信息
系统个人账号查询。 因身份
证件信息改变等原因而导
致系统自动核算累计参加
摇号次数有误的，可通过系
统或前往业务窗口进行申
诉校正。

目前，意见稿已在广州
交通信息网发布，征求意见
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22 日
至 11 月 1 日， 公众可以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网
站等途径提出意见和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 意见稿明确，普
通车指标摇号和节能车指标摇号均
通过阶梯摇号方式配置，且参加普通
车摇号和节能车摇号均纳入累计摇
号次数。 但同一申请人每期仅可选择
参加一种指标配置方式。 这意味着，
阶梯摇号不要求连续，即使号码过期
后重新申请，或者更换过摇号车辆类
型，个人有效参加增量指标摇号的次
数均累计。

市民吴女士曾经摇了 7 年的普
通车粤 A 牌，一直未中签，不久前参
加竞价获得粤 A 牌。 对于阶梯摇号
的新政策，吴女士表示：“这个政策对
‘久摇不中’者是利好，中签率提高，
摇号会更有信心。 ”

记者了解到， 广州市自 2012 年
7 月起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

每年举行 12 期摇号，截至 2019 年 9
月已经举行了 86 期。 每月个人增量
指标摇号活动参与人数从初期不足
20 万人增长至超过 70 万人，个人普
通车指标摇号中签率也持续降低至
约 0.6%。

据统计， 参加 2019 年 9 月份指
标摇号的人数约 71.4 万人， 约 24.3
万人累计参加了 25 次（含）以上指标
摇号活动，占 34.0%。 若 9 月份实施
阶梯摇号， 约 24.3 万人可享受摇号
基数序号递增，其中拥有 2、3、4 个基
数序号的人数分别约为 19.5 万人、
4.5 万人、0.3 万人， 对应中签率分别
为 0.89%，1.34%，1.78%。 以吴女士
为例， 若继续参加个人普通车摇号，
中签率从 0.6%升至 1.78%， 是原来
的近 3 倍。

杭州阶梯摇号实行一年有余
中签率高于平时 4 到 9 倍

分析 总体中签率仍不高，对车市影响不大

每参加 24 次摇号
增加 1 个基数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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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途径

“阶梯摇号”要来了

10 月 22 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开征求《关于通过阶梯摇号方
式配置个人中小客车增量指标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
稿”）意见，拟根据个人有效参与中小客车增量指标摇号活动的次数，
通过阶梯摇号方式配置个人中小客车增量指标。 意见稿明确，申请人
每累计参加 24 次摇号，在摇号池中增加 1 个摇号基数序号。 每人最
多有 4 个基数序号，且普通车摇号和节能车摇号均累计次数。

24 次以内未中签 1 个摇号基数序号
中签率
0.6%

25 次至 48 次 2 个摇号基数序号
中签率
0.89%

49 次至 72 次
3 个摇号基数序号

73 次以上
4个摇号基数序号

中签率
1.78%

中签率
1.34%

新政

录入近600有“前科”人员
查询近20000人次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 21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与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相比，草案
新增了许多规定，包括增设了强制报告制度、分级预防理念、防控校园欺凌、入职查询等内容。

记者对照草案部分新增规定发现，广东在一些领域已“先行一步”。 例如，广东多地已建立针对
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站式”办案机制，避免办案过程中反复询问给被害人带来再次伤害；广东多部门
已联合出台了综合治理校园欺凌的实施办法；今年 5 月底，广州上线了覆盖全市的“侵害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信息库”， 入职教育相关行业须查无前科， 截至今年 10 月初， 该系统共录入信息近 600
条，查询近 2 万人次，暂时无人被查出有危害未成年人犯罪而被停止录用。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如何切断
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统计，2018 年，
由广州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占所有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比例
高达 45.6%。 其中，教育领域未成年人被
性侵害案件占比近 10%， 作案人员涉及
幼儿园、中小学校的教师、保安等教职员
工和校外教育辅导机构的教职人员。

一些性侵未成年的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往往身份特殊———比如是学校的教职
工或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等，而且案发后
发现他们并非首次作案， 之前还有性侵

“前科”。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法院 2018
年 6 月判决过一宗案件：2013 年至 2017
年 5 月，被告人李某某利用其在广元市利
州区两家音乐店内任架子鼓培训老师的
身份，诱骗两名均不满 10 岁的女学生，长
期对这两名女学生进行猥亵、奸淫。最终，
李某某被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判处
有期徒刑 19 年。而早在该案案发前，李某
某就已经有“前科”———其于 2006 年 10
月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广元当地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

为了把有性侵等“前科”的人“隔离”
在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特殊行业之
外， 修订草案提出了用工查询和禁止制
度，要求招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
业人员时，用人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查询
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
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记录；查
询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 不得录
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应
当定期对本单位在职人员是否具有性侵
害、虐待、暴力伤害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
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核查；查询发现其具
有前述行为记录的，禁止其继续从业。

保护未成年人，广东在多个领域先行一步。 广州
“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已运行 4 个多月

？中签粤A车牌
概率增加几何

利好 手握 4 个基数序号，中签概率提升 2 倍

防治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全社会都在行动
腾讯旗下所有游戏，年底前接入防沉迷系统

链接

在 建 立 用 工 查 询 和 禁 止 制 度 方
面，广州检察机关走在了前面。

广州市花都区是广东最早探索建
立 “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 ”
的地区 。 在广州市花都区检察院试点
的基础上 ，今年 5 月 30 日 ，广州 “侵害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 ” 正式上线
运行，覆盖全市。

广州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称，该信
息库设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网络，只有检
察机关可以登录，教育部门如需要进行
入职前查询，需将名单交由检察机关批
量查询。检察机关查询后再将结果告知
教育部门 。 入职前查询的人员范围包
括：学校 、幼儿园拟招录的校长 、教师 、
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校外培训机构向
教育部门申请注册登记的法定代理人、
管理人员 、教师和职员 ；教育部门认为
需要查询的其他工作人员。

羊城晚报记者昨日从广州市人民
检察院了解到 ， 截至今年 10 月初 ，共
四个多月里 ， 该系统共收录了近年来
广州全市所有性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和 拐
卖 、拐骗儿童等案件 ，录入信息近 600
条 （一被告人为一条信息 ）， 查询近
20000 人次 ，暂时无人被查出有危害未
成年人犯罪而被停止录用。

广州建立信息库
记录近 600 有“前科”人员

广东做法

如何避免
对未成年被害人二次伤害？

一件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发
生后，往往先由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询
问被害人获得的被害人陈述是证据的
一种形态。 有的办案民警经常多次询问
未成年被害人，有的案件中还要对未成
年被害人进行多次身体鉴定，而案件到
了检察院、法院，检察官和法官一般也
要询问受害人，未成年受害人为此不得
不多次回忆受到侵害的过程，而每一次
询问都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上的打击。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增加
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条款，要
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
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严重暴力
伤害的案件时， 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避
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再次伤害。 询问
遭受性侵害的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
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修订草案还提出，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联合政府有关部
门、社会团体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对遭
受性侵害或者严重暴力伤害的未成年
被害人及其家庭实施必要的经济救助、
心理干预、转学安置等综合保护。

广东做法

多地实行“一站式”办案
避免反复询问

记者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了解到 ，
在办理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中 ，广
东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一站式”办案救助
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保护和救助未成年
被害人。

例如 ，中山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 ，提前介入引导
侦查 ，一次性全面询问未成年被害人并
全程录音录像 ，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同时
避免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 广州市人
民检察院与卫健 、民政 、团委 、综治委 、
未保委等多家单位展开积极磋商 ，已选
定部分医院试点建设 “一站式 ”办案区 ，
起草完成 《广州市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取证 （办案 ）指引 》，加强未成年被害
人在医疗 、心理 、经济等方面的救助保
护 。 梅州市兴宁 、丰顺检察院与当地公
安局签订 《关于建立办理性侵害案件对
未成年被害人等 “一站式 ”取证机制的
意见 》， 有效减少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再
度伤害。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通讯员 交通宣
如何消灭

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田相夏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校
园欺凌现象虽然一直存在，一些校园欺
凌事件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
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校园欺凌”
这一概念。 直到 2017 年 11 月，教育部
等十一部门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方案》， 才首次对学生欺凌做出
明确界定。

校园欺凌现象甚至在一些地方较为
突出。 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7）》在
对北京中小学校园欺凌调查显示，6.1%
的学生几乎每天遭受身体欺凌，11.6%的
学生几乎每天都遭受语言欺凌。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提出，学
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 对教职
员工、 学生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培训和
教育。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及时制
止和处理， 并通知被欺凌和实施欺凌行
为的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应当给予及时的
心理辅导和教育引导； 对相关未成年学
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给予必
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学校应当配合有关
部门，根据欺凌行为性质和严重程度，依
法对实施欺凌行为的未成年学生予以教
育、矫治或者处罚。

广东做法

去年出台地方性办法
防控校园欺凌

田相夏介绍，广东在防治校园欺凌方
面走在了前面，去年出台了地方性的防控
校园欺凌的实施办法。

据了解 ，2018 年 ， 广东省教育厅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方案的实施办法 （试行 ）》，对校园
欺凌的种类 、预防 、治理等问题做出明确
规定 。 包括给他人起侮辱性绰号等也属
欺凌 。 该实施办法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
起实施，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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