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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12月16日，公安部刑侦局联合阿里巴巴推出
的“钱盾反诈机器人”正式宣布上线。“钱盾反诈机
器人”可通过来电显示“公安反诈专号”，向潜在的
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拨打电话，发送短信、闪信提
醒信息，提升反诈劝阻成功率，减少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的发生，保护群众的财产安全。（12月17日《人
民日报》）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些电信网络诈
骗是通过手机等形式进行“洗脑”，而“公安反诈专
号”正是用相同与相似的路径进行“反洗脑”，如此

“针锋相对”，既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智慧的比拼。
“反诈专号”到底如何？套用一句广告词“不看

广告看疗效”。据悉，“钱盾反诈机器人”是运用高
科技手段开展预警劝阻、提升反诈工作成效的一
次有益实践，并且，可以同时通过电话、短信、闪信
三种渠道，快速向被骗群众发布预警。而数据显

示，“公安反诈专号”自今年 11 月 15 日在部分地区
试运行以来，平均每天劝阻 3000 多人，劝阻成功
率超 96%。有如此高的成功率就值得在更大范围
推而广之。

当然，在用好“机器人”同时，还要发挥好“社会
人”的作用。可以讲，加强社会治理是预防电信诈骗
的一道重要屏障。社会力量是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的

“防火墙”，社会治理是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压舱
石”。普通老百姓也需要掌握一些电信通讯常识，拥
有基本的识别能力，提高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与警
觉，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或者感觉哪儿不对劲，不仅
要在第一时间与运营商客服求证真伪，而且要及时
向监管部门举报。

当更多的“社会人”防骗意识觉醒，责任意识增
强，就会给电信网络诈骗布下“天罗地网”。

王旭东

12月17日下午，2020年宁波市“共青团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暨性侵害未成年人“一
站式”办案机制建设专题会议举行，探讨如何进一步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让受性侵未成年人免受

“二次伤害”，“一站式”办案保护机制有望全市推广。
（12月17日《宁波日报》）

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害，其造成的问题是严重的。
治理性侵未成年人的现象，首要的任务当然是

提升打击力度，让不法人员有畏惧感，从而降低性
侵未成年人案件的发生概率。但是，我们也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是，无论法律再严厉，无论预防再完美，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都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将性侵未成年人造成的伤
害降到最低。

现实生活里，未成年人被性侵之后，办案程序
都是采用的普通程序，和办理成年人的案件几乎没
有任何区别，警方需要反复询问，甚至需要在细节

上进行一次次核实。警方的调查、心理的疏导，各个
环节都是各自为政，这就是一次次的心灵伤害。

可以说，每一次询问调查，都会是一次心灵
的伤害，都会是一次伤口的“再次撕开”。这样的
伤害对于成年人来说有的时候也是“难以承受
的”，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伤害的程度就可想而
知了。每一次“回忆”都会是“苦难的再次呈现”。

因此说，在办理未成年人被性侵的案件的时
候，应该尽可能避免“二次伤害”。宁波市尝试的性
侵害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机制，最大的好处在于

“一次性办理”。在医院等场所设立了特殊办案、救
治、保护场所，在同一场所内实现对遭受性侵害的
未成年被害人一次性开展案件询问、身体检查、证
据提取、心理疏导、司法救助、预防教育等。所有调
查、笔录、疏导等等一系列环节一次性就完成了。

“受性侵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让受伤的花朵不
留伤疤。让受性侵未成年人免受“二次伤害”保护机
制值得推广。 郭元鹏

让受性侵未成年人免受“二次伤害”
“一站式”办案保护机制值得推广

不吐不快

贵州代女士查询发现自己“结过两次婚”。一次
是她与男友黄某2011年在重庆市铜梁县民政局登
记结婚；另一次是与素不相识的男子王某某于
2013年在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民政局登记结婚。
民政局人员表示，代女士确实是有两条婚姻登记记
录。2013年，有人用代女士的身份在临漳县民政局
进行过登记，但民政局无法撤销该条记录。建议代
女士走法律诉讼渠道，这样他们才能撤销。（12 月
17日澎湃新闻）

身份证丢失有多可怕？你可能因此多了一个
“公司”、一笔债务甚至是一场婚姻。被冒名、“被结
婚”的代女士，如今陷入了巨大的尴尬和麻烦之中。
那个充满阴谋气息的“婚姻”，到底是如何缔结的？
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太多的疑问待追问，太多的焦
虑待纾解。尽管本案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有特殊的
时代背景，但在信息全国联网的今天，类似的事情
就真的可以完全杜绝吗？要知道，若无责任心和完
善的程序保障，所谓技术防线，同样脆弱不堪。

就算是置于2013年的场景语境下，“被结婚”之
事，也一样匪夷所思。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结婚登记
必须本人到场，双方都要提供身份证和户口簿原
件。而据民政局所言，当时登记代女士这段婚姻时，
男女双方确实是证件材料齐全的……如此离奇诡
异，几乎令人不寒而栗了。假扮代某的到场女子是
谁？户口簿等证件是否系伪造？如此煞费苦心的一
番操作又是图什么？或许，本案已经不能当做单纯
的行政纠纷或民事纠纷，执法部门理当主动介入，
调查是否另有内幕。

荒唐的“被结婚”事件竟能上演，这究竟是民政

局办事人员太疏忽，还是冒名者太狡猾，又或是两
者里应外合？若要靠代女士提起民事诉讼来梳理所
有事，显然难言公平。时至今日，既然涉事民政局已
经承认“2013 年，有人用代女士的身份进行过婚姻
登记”，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当时的“错误”是
怎样发生的？这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对于代女士起
诉撤销“婚姻”至关重要，也是民政部门自我纠错的
必要动作。

除此以外，有关方面还需要顺藤摸瓜，弄清楚
“冒办结婚证”者是否存在刑事犯罪、“骗来的结婚
证”又是否被用于非法用途？须知，登记结婚是公民
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连这
都无法确保完全的可靠性，那么其所引发的不安势
必是广泛而深远的。就一起荒唐个案而言，查清真
相势必不能靠当事人“自诉”，有错在先、自知理亏
的职能部门，必须担起责任。 然玉

近日，一篇附捐款链接的网文在网
络流传。一对广东小夫妻因家中困难，无
力承担患白血病孩子的手术费用，在网
络发起筹款。这种情况，一般网友们都会
伸出援手，再不济最多不捐而已，但此次
筹款链接下的评论却出人意料。按筹款
人的说法：“钱没筹到，骂我们的人倒不
少。”网友们划出了关键词：“初中生”“奉
子成婚”“穿校服参加婚礼”“生三个
娃”……认为筹款人不值得被同情。（12
月17日《扬子晚报》）

见多了网络筹款方面存在的诈捐、
善款使用不透明等不良现象，就会觉得
这次的网络筹款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显
得比较新鲜和奇特，这对小夫妻不仅没
有为孩子筹到所需款项，反倒遭到很多
网友的指责甚至辱骂，仅是因为他们过
去存在早婚早育等行为。

网友“不捐反骂”，原因或许是复杂
的。但总体而言，他们早婚早育是一码
事，孩子患重病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则
是另一码事，不能因为他们以前做过一
些错事，就让他们失去得到社会关爱的
机会，更不能因这对夫妻可能存在超生
现象，就对他们的孩子不予施救。

因此，这种现象发生之后，网友首
先要加以反思，不应该将两件不相干的
事混为一谈，为网络筹款设置一些不必
要的前提。更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度，对
当事人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横加指责。
即使网友认为这对小夫妻不值得同情，
自己可以选择不捐助，但没有必要影响
其他好心人，让这对夫妻失去获得帮助
的权利。

但话分两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网
友们的这种反应，与这对小夫妻现在的
一些做法存在很大关系。这对小夫妻初
中时恋爱、奉子成婚、穿校服参加婚礼、
生三个娃等，都被他们证实是真实的，也
就是说，网友们没有冤枉他们。

更要看到，网友们指责他们俩，不
一定就是揪住他们过去的错误不放，而
是他们现在将过去的这类行为拿出来

“炫耀”，认为这样有利于快速筹款。这
说明，将早婚早育和网络筹款这两件事
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这对夫妻，只不
过网友们受此启发，也将两者联系在一
起而已。

因此，这起事件更值得这对小夫妻
反思。他们应该认识到，即使自己早婚早
育应该得到宽容，但把这些错误当成一
种资本，希望以此来吸引他人关注，这种
做法就极不妥当。现在仍将过去的错误
当作可以利用的资本，说明他们在思想
上并没有真正认识并改正错误，更可能
向社会传递错误的婚育观念。他们的处
境的确很值得同情，但他们在婚育方面
的错误态度，以及将错误当作吸引眼球
的做法，也不能被纵容，网友固然应该向
他们伸出援手，但网友指责他们的不良
行为，也在情理之中。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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