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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

（0731-823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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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观察

文 / 张西流
全国人大常委会 6月24日再次

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

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

责情形的规定，改为满足一定条件

可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

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

（6 月 24 日中国新闻网）
长期以来，因拐卖儿童有罪、

收买儿童无罪，导致买主大都逍遥

法外。最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6月，

由公安部挂牌督办、山东聊城警方

侦破的两起重大贩婴团伙案，涉案

人员分别被判处无期至一年半不等

刑期。但两起案件中的买主非但毫

发未损，被解救出来的 29 名婴儿，

反而因为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仍旧只

能继续寄养在买主家里，等待未知

的命运。这似乎在告示社会：不仅

收买儿童无罪，而且代养儿童有功。

事实上，衡量一次打拐行动是

否成功，除了拐卖儿童的罪犯被绳

之以法、儿童被解救出来之外，还

有更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被拐卖的

儿童，最终能够安全回到亲人身边。

也就是说，打拐的目的，一是打击

犯罪行为，二是保护儿童的人身自由

等合法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一些公安部门在打拐工作中出现了

“重打击、轻保护”的偏差，认为只

要将罪犯绳之以法，将被拐儿童找

到，就是大功告成了。特别是，往

往以“无法找到亲生父母”为由，将

被拐儿童推向社会，甚至送还给买

主。殊不知，这让打拐成效大大打

了折扣，甚至可以说是前功尽弃。

再者，拐卖儿童属于犯罪，路

人皆知。但很多收买儿童的人，认

为只要买来儿童不是以倒卖为目的，

就不构成犯罪，这是对法律的误读。

事实上，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即

使收买儿童不以出卖为目的，但只

要非法剥夺、限制儿童人身自由的，

均属于犯罪行为。问题是，尽管我

国规定收买儿童违法，但至今没有

对收买儿童的一方可操作的惩处法

条，造成了“拐儿童有罪，买儿童无罪”

的事实，这样何谈从源头阻止罪恶？

因此，收买被拐儿童将一律被

追刑责，即“买童有罪”，是司法的

一次反思和纠偏。众所周知，有需

求才有市场，买方本身就是始作俑

者，却得不到法律制裁，反而还能

得到孩子，这无疑会助长拐卖儿童

之风。打拐要想走出误区，当务之

急是要制定对收买人口犯罪行为的

惩处细则，堵住贩卖人口的源头。同

时，要建立起“打击与保护并重，保

护优先”的打拐机制及评价体系，

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与亲人团聚，

才是打拐的终极目标。

新形势下禁毒工作更需有针对性
文 / 夏熊飞
在“6·26”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6 月 24 日，

国家禁毒委员会发布《2014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中国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

并呈低龄化、多元化趋势。

这也是我国政府首次对外发

布毒品形势报告。

（6 月 24 日中国网）
从《2014 年中国毒品形势

报告》可以窥见，当下的毒品

形势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如

低龄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在

册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以

冰毒、氯胺酮为主的合成毒品

滥用人员增多，毒品种类多样

化，毒品社会危害日益严重等。

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形势，都

要求我们的禁毒工作在坚持过

往的优秀做法之上，创新工作

方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否则

就可能陷入被动。

吸毒群体由过去的无业人

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外出

务工人员为主逐渐向企业事业

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演艺

界人士甚至公务人员等人群扩

散，吸食毒品的人员也呈低龄

化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扩大

预防与查处人群的范围，不能

像过去一样仅仅盯着酒吧、会

所等娱乐场所，学校、机关、

企事业单位同样也应该成为重

点盯防区域。只有社会上不存

在禁毒的盲区，才会让吸食毒

品者无处容身，从而产生威慑

作用。

而针对毒品种类多样化的

问题，则需要禁毒中的宣传科

普工作及时更新宣传内容与形

式。现在的新型毒品包装新颖，

隐蔽性强，极其容易造成误吸

食。这就要求从事禁毒宣传的

部门要第一时间掌握最新型的

毒品信息，并通过各种渠道广

泛传播其特性、外形、危害，

撕开毒品伪装的画皮，减少民

众误吸食的风险。

还有现今的毒品销售渠

道、方式也更加多样、隐蔽了，

不仅有过往的现实中交易，电

商、物流行业的发展也为毒品

的交易与流通提供了便利。这

样的便利意味着吸食者获得毒

品更加容易，贩卖毒品的风险

也大为降低。因而很有必要加

大对借助电商平台从事毒品交

易行为的打击，这条渠道不掐

断，毒品只会呈日益泛滥之势。

另外，毒品所造成的社会

危害也日益严重。最典型的当

属“毒驾”了，有专家指出“毒驾”

的危害更甚于“酒驾”，因毒

驾造成群死群伤交通事故的案

例也屡见报端。“酒驾”早已

入刑，可是“毒驾”却仍然未

被列入。好在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着手“毒驾入刑”的调研工

作，相信很快就能得出结论。

面对毒品造成的社会危害，相

关职能部门应未雨绸缪或亡羊

补牢，及时拿出具有针对性的

应对措施，将危害降至最低。

当然，民众也需要提高自

身警惕以及对毒品危害的认

识，做到自觉远离毒品，并协

助做好力所能及的禁毒工作。

■一针见血

新版火车票应该印上到站时间
文 / 张枫逸
继今年 3月火车票背面

更新新版《乘车须知》之后，

6月23日，记者从铁路部门

获悉，正面信息进行微调后

的新版火车票将于 8月1日

起在全国全面推行。不过，

此前在旅客中呼声很高的希

望增加的“到站时间”并没

有出现在新票面之上。

（6 月 24 日《北京青年报》）
一直以来，火车票上始终

只有出发时间，没有到站时间，

从而给广大旅客及接站亲友造

成不便。虽说网站上都有列车

时刻表，但不少旅客没有时间

或者不会查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

真实情况的权利。乘客购买

了火车票，就和铁路部门形成

了客运合同关系，后者理应明

确告知提供服务的真实情况，

其中就包括出发时间和到站时

间。火车票没有到站时间，属

于应该告知而未在合同中告

知，侵犯了旅客的知情权。早

在 10 年前，有律师专门就此

给铁道部长发函提建议，近年

来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

纷纷奔走呼吁。

对于不印上到站时间的原

因，沈阳等地方铁路局曾如是

解释：铁路的准点可精确到分

钟，但有时也会受到一些意外

因素的影响，做到每趟列车都

准点到达不太可能。担心晚点

而回避到站时间，这其实是一

种自欺欺人。列车运行计划

是事先安排好的，准点或晚

点都是客观事实，并不会因

为票面有没有印上到达时间而

发生改变。而对于广大公众来

说，完全可以理解列车运行中

出现的种种意外因素。因此，

铁路部门只需注明票面到站时

间为“准点时间”，并在乘车

须知中提醒“票面到站时间仅

供参考，请关注车站和列车工

作人员通知，以实际到站时间

为准”。这样一来，既能让旅

客有所参考，合理安排行程，

又避免了不必要的误会和麻

烦。

应该肯定的是，近年来火

车票的一系列变化都体现了铁

路部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比

如，有旅客反映自己的身份证

号完全暴露在车票上，一旦丢

失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铁路部门便对车票身份证号进

行了部分遮挡。有媒体报道虚

假姓名、真实身份证号码可以

买到火车票后，虚假姓名就不

再出现在纸质车票上。

如今，新版火车票 8月1

日起将全面推行，希望铁路部

门顺应民意，在新版火车票上

增加“到站时间”。这不仅是

有效履行法定告知义务，充分

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能

够促使铁路部门尽可能保障列

车准点，减少晚点现象，提升

服务水平。

文 / 钱夙伟
年仅 13 岁的温州永嘉女

孩小谢，七八岁开始练习光

脚踩刀刃的“绝活”，跟着父

亲谢继奎四处漂泊卖艺。为

了能专心卖艺，父亲甚至一

度希望读初一的女儿退学，

但女孩的老师和亲戚并不赞

同，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才让

他打消要女儿退学的念头。

（6月23日《温州都市报》）
让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从事

如此危险的表演，一旦闪失，

可能造成终生的危害。固然，

这个父亲是迫于生计，但显然，

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存之道，

比如某电视新闻栏目所说的，

“好手好脚的，为什么不自己去

赚钱”，而把 13 岁的女儿当作

牟利的工具。这个父亲是不负

责任的，也是不称职的。对此，

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

这让人想起了一条旧闻。

同样是 13 岁的荷兰少女劳拉

·戴克，在父母的支持下，决

定驾船独自环游世界，但荷兰

社会福利部认为，未成年的劳

拉，没有能力独自进行这样危

险的远航，她父母的赞同是不

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将劳拉的

父母告上法庭。当地法院做出

裁决，禁止劳拉独自驾船环游

世界，还临时剥夺了劳拉父母

两个月的监护权，监护权交由

荷兰儿童福利部门监管。

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印

度一个 5 岁男孩，打算用10

天时间跑完 500 公里。然而，

正当起跑时，大批警察封锁了

长跑线路。他们是接到政府指

令，严禁男孩参加这项活动。

政府的理由是，让一个孩子去

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是

一种极大的摧残。

这让我们听来似乎匪夷所

思。如有关官员所说，我国立

法比较强调亲属对未成年人的

监护，但对监护人监护能力的

规定却不甚明确，对公权力介

入监护的举措规定得不具体，

对有过错监护人的惩戒措施也

缺乏可操作性。

确实，虽然《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但是，如果

依然由失责家长行使监护权，

让孩子荷载与其年龄不相符的

功利负担之类侵权行为，就仍

然不可阻止。

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

作为未成年人，家长是他们的

监护人，但民政部门在未成年

人监护方面具有兜底责任。当

家长失责，而道德已不能制约

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的权益，

建立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衔接

机制，诸如叫停 13 岁女孩踩

刀刃“走江湖”，乃至剥夺失

责父母的监护权，无疑是当务

之急，更是势在必行。

■她时代观点

必须叫停13岁女孩踩刀刃“走江湖”

“买童有罪”是
司法的一次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