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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连一名 13岁男孩杀
害 10 岁女童的案件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涉案的未成年人到底应
该负怎样的责任？家庭、学校该
如何在日常教育中预防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

法律规定14岁以下
不负刑责该不该修改？

在一些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中，涉事者因未达到法定年龄而
免于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未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
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有舆论认为，有的人明知自
己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表现得非
常猖狂；有的人犯罪手段极端残
忍，犯罪之后毫无悔意，法律如果
不对这样的未成年人作出处罚规
定很不公平。也有人认为，应当
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下未成年人发
育程度提前的现实，适当降低刑
法的刑事责任年龄。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研究
院副院长宋英辉说，14岁以下青
少年不负刑事责任，主要是考虑
到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心智不成
熟，判断是非能力欠缺。对未成
年人过多适用刑罚，会导致正常
的学习中断，监禁环境对低龄未
成年人影响更大，更容易造成反
社会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再
次犯罪的可能性。

“从长远来看，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中国政
法大学副教授苑宁宁说，低龄未
成年人恶性案件属于极端个案，

因此而修改针对大多数人的一般
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值得商
榷。

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
浩公表示，当务之急不是调整刑
事责任年龄，而是建立一套完善
的少年司法制度。只有将学校教
育、家庭监护、政府矫正、司法惩
戒等各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切实
解决刑事犯罪低龄化问题。

不负刑事责任
不等于放任不管

在当前媒体对未成年人严重
暴力犯罪的报道中，一些案例格
外刺痛公众神经：有的孩子因未
到刑事责任年龄免于承担刑责，
多年后居然再度犯案，且手法更
加残暴……

“不负刑事责任，不能等于没
有任何后果，更不等于放任不
管。”苑宁宁表示，目前法律规定
的诸如责令父母管教、训诫、送入
工读学校、收容教养、矫治等措施
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规定，在实践
中的效果不尽人意，才形成了如
今的尴尬局面。

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 16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
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
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
养。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
也有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提交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删除了关于
收容教养的规定，这一改动引起

了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关注。
不少人认为，在未成年人严重暴
力犯罪的处置程序上，法律不能
缺位。收容教养制度不但应该保
留，更要进一步完善规范，更好发
挥作用。

学校、家庭
要提前干预有效监管

专家表示，近年来，未成年人
犯罪的背后往往存在监管缺失、
教养不当、关爱缺乏、保护不力等
共性问题。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
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 2016年至
2017年间，全国法院审结的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中，来自流动家庭
的未成年人最多，其次是离异、留
守、单亲和再婚家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说，很多案例透露，未成年
人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已经暴露
很多不良或违法行为，但并未得
到及时有效的干预。家庭应该承
担相应的监管和教育责任，如果
家庭这道“防线”是牢固的，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案件的发
生。

对于因监护人履职不当、管
教不严而导致的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案件，多名专家建议在法律中
规定追究监护失职责任。北京市
隆安律师事务所尹富强律师认
为，法律要对有监管职责的家长
具有制约力，对于因教育失职而
导致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
家长应承担足以影响其重大利益
的后果。 据新华社

为了有效遏制农村陈规陋
习，树文明新风，中央农办、农
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等 11个部门，近期共
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
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
见》，对文明乡风建设作出全面
部署。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韩俊 29 日在国务
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
示，近年来，各地在革除农村陋
习、树文明新风方面的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天价彩礼

“娶不起”、豪华丧葬“死不起”、
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还不起”

以及孝道式微、农村老人“老无
所养”等问题还大量存在，广大
干部和群众热切盼望出台相关
措施抵制歪风、弘扬正气。

乡村是否振兴，要看乡风
好不好。指导意见提出，争取
通过3到5年的努力，文明乡风
管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
全，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孝亲敬老等社会风尚更加
浓厚，农民人情支出负担明显
减轻，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进一
步提高，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据新华社

针对行政村（社区）牌子过多
过乱的问题，江苏省近日开展清
理规范工作。

据江苏省委组织部介绍，清
理规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规范
外部标识牌。村（社区）主要办公
场所及其附属的为民服务阵地统
称为“党群服务中心”，在其主体
建筑外部统一悬挂“一徽一标四
牌（二牌）”：“一徽”为中国共产党
党徽；“一标”为红色“××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标识；“四牌”
为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

督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标识
牌，城市社区为“二牌”，即社区党
组织、居民委员会标识牌。

清理内部标识牌。村（社区）
办公场所功能室门口统一标注房
号，并根据房间主要用途或通用
功能，在门口悬挂可更换式标识
牌，规范标识设置。

取下制度牌。村（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原则上不悬挂制度牌。
对需要党员群众知晓的制度，采
取编印服务手册、折页，或通过电
子显示屏、微信公众号等移动网

络平台展示，方便党员群众查阅。
集中荣誉牌。村（社区）获得

的各类奖牌、锦旗等需要上墙展
示的荣誉牌，应当在村史馆、陈列
柜等集中有序悬挂，也可以拍摄
照片在电子显示屏中展示。

减少宣传牌。凡可通过电子
显示屏、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的，原
则上不再挂牌宣传。不得在宣传
牌中展示各项制度、发布广告。
村（社区）应当在党群服务中心设
置公示栏，主要公示党务、村（居）
务、财务等。 据新华社

教育部 29 日在广东珠海
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全国学
校食堂“明厨亮灶”数量已达到
31.86万户，覆盖率占有食堂学
校数的84%。

今年 9 月，教育部会同市
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农业农村
部联合部署开展整治食品安全
问题联合行动。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
绍，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
幼儿园共计 51万余所，设有食
堂的学校 38万户，约占全国学
校总数的74.51%。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全国学校食堂“明厨亮灶”数量
达到31.86万户，覆盖率占有食
堂学校数的84%，直辖市、省会
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数为 5.28万户，覆
盖率占有学校食堂数的 91%。
专项整治期间，各地检查学校
食堂、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
品经营者63.1万户次，约谈2.7
万户，立案查处 2667 起，警告
1.14 万户次，取缔无证经营者
496 户，撤换食品原料供货商
2352 个 ，更 换 供 餐 单 位 536
个。

据新华社

1995 年 ，一 个 新 的 概 念
——“可持续发展”，被中共中
央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正
式提出，并付诸实施。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
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被破坏
的形势日益严峻，如何实现人
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
起全世界共同关注。1992 年
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以“可
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
通过了《21 世纪行动议程》和

《里约宣言》等重要文件，正式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4 年 3 月，《中国 21 世
纪议程——中国 21世纪人口、
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在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出本国
21世纪议程行动方案的国家。

1995 年 9 月，中共十四届
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
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
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
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
社 会 相 互 协 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

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江泽民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
重大关系》的讲话，强调“在现
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
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根据十四届五中全会精
神，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
计 划 和 2010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条重
要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上升
为国家意志。1997 年中共十
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
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之一。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体
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
生存的家园”的深切关怀，是一
项惠及子孙后代的战略性举
措，是中华民族对于全球未来
的积极贡献。 据新华社

——新中国峥嵘岁月

11部门印发指导意见
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可持续发展战略

全国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率达到84%

行政村（社区）牌子过多过乱
江苏开展清理规范工作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
——专家聚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几个话题

这是10月28日拍摄的
林芝境内的多布特大桥。
位于西藏林芝市境内的多
布特大桥被誉为拉林高等
级公路上“最美大桥”。西
藏拉林高等级公路起于拉
萨市城关区，止于林芝市巴
宜区，全长409.2公里，公路
与沿途的雪山、森林、河流、
湿地、村落、农田等共同构
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美好图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