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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超六成网友赞同对有严重不良行为
的未成年人实施矫治教育

1247人认捐 2264万元
成立乡情教育基金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消息，日前，杭州市富阳区举
办东洲乡情教育基金成立大会，乡贤、乡亲、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等 1247 人累计认捐善款 2264.5849 万元。基
金所募集的款项将主要用于对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
和优秀学生的奖励，以及对教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
与管理人员的奖励。

点评：乡愁凝聚力量，一份份爱心汇聚成爱的海洋。
推动回馈故乡类型捐赠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探索。

拟定每年 3 月 5 日
为江苏省志愿者日

据《扬子晚报》消息，1 月 13 日，《江苏省志愿
服务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提请审议。《修订草
案修改稿》 拟将每年 3 月 5 日定为江苏省志愿者
日，明确了对在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其他自然人、法人和
非法人组织，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省有关规定
予以表彰、奖励、授予荣誉称号。

点评 ：推动志愿服务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志
愿者的激励措施 。

中国将向菲律宾
捐赠 50万剂疫苗

据界面新闻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16 日，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同菲律宾外长洛钦举行会谈。据
菲律宾外交部网站当天消息，洛钦代表菲方感谢中方
向菲提供包括疫苗在内的抗疫物资支持，积极同菲分
享抗疫经验，王毅则表示，中方将向菲方捐赠 50 万剂
疫苗。

点评：加强疫苗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全世界从新冠
肺炎带来的不利影响中走出来。

到 2025年京津冀地区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5%以上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县城及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
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
冀地区达到 35%以上。

点评：积极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既可缓解水供
需矛盾，又可减少水污染。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
（制表：王勇）

■ 本报记者 苏石伟

这段时间， 河北部分地区出现的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 图为 1 月 17 日，工作人员正在搬运来
自武汉的防疫物资。当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筹
集的移动核酸检测车、口罩等价值约 1000 万元防疫
物资抵达石家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高兴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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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暖房：
未 成 年 不 是

犯罪行为的借口 ，
知 法 守 法 要 从 小
抓起。

谓卿 2000：
不 是 降 低 刑

责年龄的问题 ，而
是 强 化 规 定 不 论
年龄。 有些罪犯了
就是不可原谅 ，小
罪 可 以 给 予 改 过
的机会。

嗨我选你：
造 成 未 成 年

犯 罪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社会各界对此
要高度警视 ，从源
头开始灭杀。

1 .你 认 公 益 组 织 是 否 应 该 对 缺 少 健 康 成 长 环 境
的 孩 子 进 行 教 育 培 养 ？

A.应该，这本身就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68.93%
B.不应该，三观引导更多是学校的责任；9.97%
C.要看教育条件、社会氛围和个体自身的情况。

21.1%

2 .对 于 设 立 专 门 学 校 来 对 有 严 重 不 良 行 为 的 未
成 年 人 实 施 矫 治 教 育 的 做 法 ，你 怎 么 看 ？

A.很看好，对他们要挽救感化而不是一味惩罚；
61.25%

B.有困难，还是要有严格的鞭策让其心存忌惮；
21.23%

C.不好说，要看尝试的结果。 17.52%

3 . 犯 罪 青 少 年 接 受 矫 治 教 育 后 回 归 社 会 ， 公 益
组 织 是 否 可 以 通 过 宣 传 帮 他 们 获 得 公 平 与 接 纳 ？

A.可以，既然已经接受过矫治，社会就应该共同
帮助他们；72.76%

B. 不可以， 部分人对他们心存忌惮可以理解；
11.51%

C.不好说，公益宣传是辅助作用。 15.73%

近些年，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
犯罪的问题越来越被社会关注。
来自多地司法机关的报告分析显
示，低龄化、成人化、暴力化正逐
渐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趋
势， 对被害人和社会都造成了严
重伤害及不良影响。 有的孩子更
是因犯罪后未到刑责年龄免于刑
罚，多年后再度犯案。

2020 年 12 月 26 日，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
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
相关规定作出调整： 将未成年人
刑责年龄从 14 岁下调至 12 岁。
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
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
刑事责任。 从此 12 至 14 周岁未
成年人故意杀人等犯罪将不再是
刑事“免责人群”。

此外， 这次常委会会议还表
决通过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对未成年人偏常行为实
施分级预防。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
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问题孩
子”，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
同意，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
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
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法
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完善教育

机制、加强心理干预、守牢法律底
线，才能更好护航孩子身心健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
主任郭林茂表示，新修订的《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主要亮点有
两个：

第一， 对预防未成人犯罪施
行分级预防。 对不良行为进行干
预，对严重不良行为开展矫治，对
犯罪行为惩处的同时进行帮教。
通过采取这些不同的措施， 有针
对性的解决未成年的一些问题；

第二， 对收容教养进行改革
完善，将它纳入专门教育，建立专
门矫治教育制度。 长期以来收容
教养没有明确的法定程序， 没有
明确的场所， 造成实践中执法比
较难。 这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的修改与刑法的修改相对接，
将原来收容教养的对象进行分
流， 极个别的依法按照刑法追究
刑事责任， 绝大多数的按照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送入专门学校，
接受专门矫治教育， 没有完成义
务教育的继续完成义务教育，完
成义务教育接受职业教育， 根据
具体情况解决“一关了之一放了
之”的问题。

那么， 公众是如何看待新修
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相
关制度的调整？ 公益组织又该为
青少年犯罪现象发挥哪些作用？
《公益时报》联合问卷网推出本期
益调查———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

的新法治和应对办法，你怎么看？
调查结果显示，68.93%的网友

认为公益组织应该义务为缺少健
康成长环境的孩子进行教育培
养，树立正确三观的，因为净化青
少年精神污染本身就属于社会工
作的一部分；还有 21.1%的网友认
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
教育条件、 社会氛围和个体自身
的情况来判断；另有 9.97%的网友
认为这项工作不该交给公益组
织，三观引导更多是学校的责任。

而对于新修订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 中取消了收容教养
概念， 改设专门学校来对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实施矫治教
育一事，61.25%的网友表示认同，
认为应该将其列入国民教育范
畴， 对这些群体要挽救感化不是
一味惩罚； 但也有的 21.23%网友
认为落实效果会有困难， 还是要
有严格的鞭策让他们心存忌惮；
另外有 17.52%的网友持观望态
度， 认为是否能带来良好效果还
要从尝试后的结果来看。

除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
行严格惩治和矫治教育外， 关于
该群体事后如何回归社会的问题
也很值得关注。“公益组织是否应
帮他们获得公平接纳？ ”72.76%的
网友认为社会应该共同帮助他
们；15.73%的网友认为还要看新的
法规和矫治教育体系是否为这类
群体带来根本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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