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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和”为底色，法断曲直情暖人心
北京一中院家事审判引入“云探望”、创新运用“判后寄语”、打造全链条解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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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新动向

■ 史洪举

5月12日，北京高院通报多起涉未成年
人家庭教育指导案例。记者注意到，在一起
猥亵未成年人刑案中，法院发现在网络环境
下，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出现“隔空猥亵”
新动向。

案情显示，被告人徐某通过网络聊天方
式，分别骗取、威胁三名不满10岁的女童拍

摄隐私部位供自己观看。徐某被抓获归案
后，法院以猥亵儿童罪依法对其判处刑罚。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家
长存在履行家庭教育不当的问题，对未成年
人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上网疏于监管，对未
成年人防范性侵害安全教育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儿童权益保护面
临着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如随着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的普及，一些未成年人成了网络
控、手机控，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针对儿童的
违法犯罪行为通过网络实施，且花样翻新。
故在这一特殊背景下，非常有必要紧跟时代
发展，有效惩戒新形势下“隔空猥亵”儿童等
侵犯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让儿童权益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受到全方
位、无缝隙保护。

猥亵儿童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
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不满14周岁的儿童
实施的淫秽行为。传统的法律理念和司法
实践将猥亵儿童的“猥亵”限定为具体的接

触行为，即只有行为人实施了客观具体且与
被害人有肢体接触的抠摸、亲吻等淫秽行
为，方属于猥亵儿童。但随着时代发展和技
术进步，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当互联网和
智能手机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离不开的工具
时，一些人自然会借助网络实施相应的违法
行为。而一旦网络沦为犯罪工具时，往往让
这些行为的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大，社会
危害程度更重。

面对“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新动向，传统
的猥亵认定标准已经落伍，无法有效规制借
助网络实施的侵害儿童行为。如在“隔空猥
亵”儿童事件中，行为人并未与被害儿童有
任何肢体接触，而是通过网络聊天方式诱
骗、威胁被害幼女拍摄淫秽视频、裸体照片，
但产生了与传统方式相同的危害结果。此
时，如果依然拘泥于传统的办案理念，显然
难以判定该行为的社会危害与法律后果，理
应大胆地跳出传统思维，将该行为认定为猥
亵。网络只是一种工具和方法，不能因为披

上了网络外衣就忽视其行为的违法性。
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必然会有违法犯

罪行为通过网络实施。当一些未成年人成
为手机控、网络控时，其必然会通过社交软
件与不特定的人交往、交流、见面，进而导致
其处于比传统生活更加复杂、危险的“网络
环境”中，面临不法分子侵害的可能性更
大。加之很多未成年人防范能力较差、好奇
心较强、是非能力较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极易沦为“待宰的羔羊”。

因而，绝不能仅仅偏重于现实世界中对
儿童的呵护而忽视潜藏在网络世界的“黑
手”。防范“隔空猥亵”等侵害未成年人这一
新现象，既要求家长等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
职责，避免未成年人过多接触互联网，也要
求学校和其他部门围绕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防性侵等方面开展安全知识教育，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和能力；同时，还应强化网络执法、
取证力度，有力地斩断借助网络伸向儿童的
黑手，让未成年人受到更坚实全面的保护。

■ 钟贝 孔巧玲

“是法官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让我们真
正意识到亲情血浓于水，是一辈子的纽带。”
近日，李某向北京一中院家事审判庭——团
河法庭送锦旗时说道。原来，因老人去世引
发了一起涉及一份遗嘱、三代人、四个家庭、
多套房产和多名继承人的纠纷。了解到该案
的复杂性，主办法官在律师的协助下，从妥处
纠纷、弥合亲情的角度，为各方分析利弊、权
衡得失，通过耐心调解让各方当事人最终握
手言和，多年的恩怨化解，家庭亲情重修于
好。

温暖的案件结局，独有的司法温度，这是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加强家事矛盾化解、促
进纠纷圆满解决的一个缩影。

多元解纷：创新模式全链条服务

为积极推动家事纠纷矛盾化解，北京一
中院探索构建多元家事解纷格局，成立家事
案件多元化解中心，创新提出“前端调查+中
端调解+后端回访”全链条解纷模式。

审判前端，靠前调查了解个案情形，秉承
家事诉讼调解优先原则，借力婚姻家庭纠纷
调解工作站开展家庭案件前端调查与调解。
针对涉未成年人家庭，与社区、亲属、学校提
前沟通，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心理评估、未成
年子女意愿征求，确保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
子女利益。

审判中端，不断巩固家事审判“劝、谈、
教”相结合的调解方式和调解模式，引入一支

由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等组成的家事调
解员队伍，日常参与协助案件调解、调查、心
理疏导，不断修复每一个受损的家庭细胞。

审判后端，建立回访关怀机制，对判决不
准离婚、子女抚养权归属一方、赡养、解除收
养关系等案件积极开展案后回访，了解夫妻
关系改善及未成年子女、老年人生活情况，帮
助修复或重建婚姻家庭关系，把服务延伸到
判后，促进家庭和睦，培育良好家风。

通过多方聚力，近年来，一中院家事案件
调撤率上升至35%，多数案件实现同步执
行，有效发挥了司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专业审判：刚柔相济彰显司法力度

迎着和煦的暖阳，一份期待已久的判决
照亮了小刘的生活，让此前的阴霾一扫而空。

小刘与小祝结婚3年，时刻遭受小祝的
冷暴力，感到生活无望。小刘第一次起诉离
婚被驳回，时隔一年半后，小刘不堪忍受再次
起诉，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判决
驳回了小刘的离婚请求。二审审理中，面对
小刘坚定的离婚主张，结合双方的分居状态，
张琳庭长适用民法典新规定，判决准予离婚，
吹响了民法典时代家事案件准确适用法律、
护航合法权益的号角。

家事审判中，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始终
坚持家庭本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审判实践，作为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逻辑基
础，充分平衡法理与人情，将化解家庭矛盾、
修复家庭情感、维护弱势群体利益贯穿家事
案件处理全过程。

“虽然你们无法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
你们却能够给孩子一份完整的爱；虽然你们
不能将爱情进行到底，但你们却可以将爱进
行到底……”团河法庭在依法裁判的基础上，
创新运用“判后寄语”对当事人加以劝解和引
导，形成“法言+心语”家事裁判文书新模
式。通过一份份有温度的司法判决，展现家
事审判柔性司法力量，提升家事审判社会引
领价值。

此外，一中院还先后制定了《涉家事纠纷
基本规范指引》《涉家事纠纷释明指引》《离婚
纠纷诉讼程序指引》《继承纠纷诉讼程序指
引》《析产纠纷诉讼程序指引》《赡养纠纷诉讼
程序指引》等案件审理指南，对家事案件的法
律适用、举证责任、审判模式、审判行为等作
出系统化、规范化、精细化的规定，让家事审
判更加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实现社会治理大
格局下的矛盾化解与规则引导相统一。

家事审判的专业化建设，亦离不开一支
业务水平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家事审判队
伍。团河法庭中，女性法官占比达80%，他
们以“家”“和”为底色，融合法律的刚性和家
事的柔性，促进家事审判更加专业化、柔性化
和人性化。

司法为民：延伸职能传递法律温情

“感谢法官的辛勤努力，帮助我在疫情期
间见到了孩子。”在电脑屏幕前见到自己日思
夜想的孩子后，小王对法官在疫情期间为探
望权执行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表达了由衷感
谢。

法断曲直，情暖人心。一中院团河法庭
践行司法为民、传递司法温情，审判工作之
外，注重思考职能延伸与群众利益的结合点，
以求最大化发挥便民利民效能。

针对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分居两地或者
移居外地、子女异地求学或寄宿学习、不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身患疾病不便直接接触
探望、特殊时期等特定情境，团河法庭在全国
率先引入“云探望”模式，借助可视化庭审系
统，实现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父母与子女云
端见面交流，以“云”上连线、见屏如面的方
式，为当事人架起了暖心亲情桥。

目前，团河法庭已在20余起离婚案件中
释明“云探望”作为探望权行使的方式之一，
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确认，实现对离婚父母
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全方位保护。

此外，团河法庭还建立了离婚证明书
开具机制，有效解决离婚过错事实涉及隐
私不宜让案外人知晓、财产分割信息详尽
不便让案外人知晓、感情破裂离婚事由不
适让未成年人知晓的现实困境，目前已发
放离婚证明书百余份。该机制获评北京法
院第二届司法改革“微创新”优秀案例，并
纳入北京一中院“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机
制。

“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单位”
“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北京市依法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十大案例”……多项荣誉
的背后，是团河法庭多年来在维护家庭稳
定、保护弱势群体中躬耕不辍、笃行不怠的
坚定信念。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我很后悔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现在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保护我和女儿的合法权
益？”日前，在山东省滕州市
司法局西岗司法所“妇女微
家”，王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前
来寻求法律帮助。据王某讲
述，她在2019年经朋友介绍
认识了李某，并在同年10月
举办了婚礼。但因未达到法
定结婚年龄，二人未办理结
婚登记。

“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也以为在双方父母、亲朋
好友、邻居的见证下结婚，就
是‘合法’夫妻了，结婚证不
过就是一张纸。”后来，王某
怀孕并生下了女儿，她曾向
李某提出领取结婚证的要
求，但遭到了拒绝。“一提领
证他（李某）就拖，拖到最后
他不愿意跟我过了，连孩子
都不愿意抚养。”

伤心欲绝的王某得知西
岗司法所“妇女微家”可以
提供法律帮助，便前来咨
询。让她没想到的是，副所
长徐静告诉她，由于其和李
某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虽然
举行了婚礼并以夫妻的名
义共同生活，但是在法律上
属于同居关系，在受法律保
护的程度上不同于婚姻关
系。同居双方均无配偶的
情况下，任何一方起诉请求
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
不予受理。

“因为他们二人没有办
理结婚登记，如果男方要求
解除同居关系，即使女方不
同意，也无法像离婚诉讼中
的当事人那样在法庭上拒绝
离婚。”徐静补充说。

几天后，王某与李某共
同来到了西岗司法所。“我要
争夺女儿的抚养权，也要跟
他（李某）协商孩子的抚养问
题。”在得知王某的诉求后，
西岗司法所“妇女微家”工作
人员对二人进行了调解教
育，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李
某解除与王某的同居关系，
现居住房屋归王某和女儿所
有，李某按月支付女儿抚养
费1000元直至女儿成年为止。随着协议的
签订，这起因感情不和解除同居关系的纠纷
得到了圆满解决。

“一杯热茶、一张笑脸、一片真诚、一句暖
心的话，是我们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严格
遵循的‘四个一’要求。”徐静告诉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自西岗司法所“妇女微家”成立
以来，已成功调处婚姻家庭纠纷16起，提供
法律和心理健康咨询140多人次，发放法治
宣传资料800多份。

“我们以所内3名业务能力强、生活阅历
丰富、具备妇女维权理念的女调解员为基础，
择优吸纳镇村妇联干部、调解专家、村居法律
顾问等妇女维权方面的行家里手，组建专门
队伍负责辖区内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婚姻家
庭纠纷化解、心理健康咨询等工作。”西岗司
法所副所长赵龙介绍说，依托镇、村两级妇
联、信访网络和人民调解组织，西岗司法所已
构建起婚姻家庭纠纷访调体系，加强对两地
分居、招婿、失独、继承、抚养关系变动等家庭
纠纷隐患的摸排化解，积极推行人民调解、司
法调解、行政调解、妇联调解“四调联动”工作
模式，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使婚
姻家庭纠纷化解多元高效。

记者了解到，像西岗司法所“妇女微家”
这样的专业化“妇女微家”，西岗镇共有5个，
可为广大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健康指导、科普
宣传、网格睦邻、创业指导等各具特色的服
务。

而在滕州市，在党建阵地、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妇女合作社、家庭农场、“美丽庭
院”、社区网格、小区楼院、社会组织、广场舞
队伍中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建立的“妇女微
家”已超过200个。滕州市妇联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每一个微家都公开了常规服务
清单和特色服务清单，其中特色服务清单就
是各个微家立足自身实际，实现资源与需求
的精准对接，为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她
力量”。除了西岗司法所的“妇女微家”，如
小屯居的“豆芽博物馆妇女微家”，通过搭建
妇女群众交流联络平台，帮助居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每户妇女家庭年收入增加到5-8万
元；“睿智心理妇女微家”则针对周边职场
女性平衡家庭、职场生活的迫切需求，开展
各类活动，场场爆满……

“通过组织‘微活动’、创新‘微议事’、探
索‘微创业’、开设‘微课堂’等一系列活动，我
们希望能够把‘妇女微家’建设成为具有实用
功能的服务平台，也让妇联组织服务更贴心，
更温暖。”滕州市妇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5月 16日，河
北省邢台市内丘县
人民检察院普法干
警在内丘县平安小
学，向学生讲解电
信网络诈骗防范常
识。

5月16日，在湖南省
常宁市，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常宁分公司的工作
人员在为老年顾客讲解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

5 月 16 日，
河北省邢台市襄都
区泉东街道党员志
愿者在指导社区老
人下载安装国家反
诈中心App。

“隔空猥亵”儿童事件中，行为人并未
与被害儿童有任何肢体接触，而是通过网
络聊天方式诱骗、威胁被害幼女拍摄淫秽
视频、裸体照片，但产生了与传统方式相同
的危害结果。此时，如果依然拘泥于传统
的办案理念，显然难以判定该行为的社会
危害与法律后果，理应大胆地跳出传统思
维，将该行为认定为猥亵。

5月17日世界电信日到来之际，各地开展多种
反诈宣传活动，迎接世界电信日。 新华社发

■ 新华社记者 熊丰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工信部、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近年来深入推进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构建推出了五大反诈“利
器”——国家反诈中心App、96110预警劝阻专
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全国移动电
话卡“一证通查”服务、云闪付App“一键查卡”，
为广大群众构筑防诈反诈“防火墙”。

2021年3月，公安部推出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
1460余万条，向群众预警2.3亿次。

2019年11月，96110预警劝阻专线率先在
北京启用，随后推广至全国，目前全国已有29个
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开通。

2021年7月，工信部联合公安部正式推出
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首次实现对潜在
被骗用户的短信实时预警，上线以来已成功发
送预警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准确率达60%
以上。

诈骗分子冒用他人身份开办电话卡严重侵
害用户本人合法权益，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
绝。“一证通查”服务打通了93家省级基础电信
企业和39家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相关数据，群众
只需要使用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即可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查询本人名下持有的全国移动电
话卡数量。

为解决群众对于跨行银行卡账户查询的诉
求，2021年12月，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试点

“一键查卡”功能，向公众提供银行卡数量、每张卡
的银行名称等信息的查询，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
提下，便利公众直接掌握个人名下银行卡信息，
强化自身银行卡管理。自“一键查卡”功能试点
上线以来，已累计生成超过百万份查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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