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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往往
存在管教缺失、监护不力、教育
不当等问题。

据最高法介绍，2021年至
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
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
留守儿童的占比22.94%，单亲

家庭占比6.95%。许多未成年被
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和教
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遇到
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

最高法意见明确提出，人民
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刑事、行
政案件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
护职责、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或者存在其他因家庭监护管
教缺失、不当等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情形的，根据情况，
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副会长张善根认为，对于严重犯
罪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追责应
当刚柔并济。“还需要一些刚性惩
戒，包括罚款、拘留，甚至探索让
其承担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5月30日发
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在
民事、行政案件中强化未成年人
保护和犯罪防治理念，强调对未
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意见提出，精准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准确把握和判
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
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
导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等，最
大限度挽救涉案未成年人。

意见同时提出，依法从严处
理学生欺凌。未成年人因学生
欺凌等行为遭受损害的，人民法
院应当综合考虑欺凌行为的强
度等各方面因素，依法判决侵权
人承担侵权责任。探索通过诉

前调解等方式，促使实施学生欺
凌的未成年人真诚赔礼道歉。
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
任。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最高法强调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

新闻链接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案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对“犯罪低龄化”的广泛讨论。
“问题少年”，何以为策？最高人民法院30日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明

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教育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

未成年人的身份不能成为“挡箭牌”

最高法提供的数据显示，
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对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
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犯罪宽
容不纵容。其中特别强调：

“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
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
改的，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
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彭新林表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
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是要惩教结合，未成年人的身份
不能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挡箭
牌”。“宽容不纵容”，实际上就是
该惩处的要依法惩处，发挥警示

教育作用，让作恶者付出代价，
让受害者得到抚慰，让社会公众
感受到公平正义。

据最高法介绍，刑法修正
案（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
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
案件，已审结4件4人，犯罪人
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
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宽容但不纵容，有效教育
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最高
法意见通篇传递出这一鲜明导
向——即使是低龄未成年人，
只要实施了侵权或者违法犯罪
行为，本人及其监护人将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从严处理学生欺凌，学校失职要担责

嘲讽、扇耳光、殴打辱骂……
学生欺凌问题触目惊心，也极易
诱发严重犯罪。

对此，最高法意见强调“依
法从严处理学生欺凌”。人民
法院在相关案件中发现存在学
生欺凌现象的，应当与学校或
培训机构及教育主管部门沟

通，建议及时予以严肃处理，并
跟进处理进展。欺凌行为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最高法意见专门提
出，探索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
促使实施学生欺凌的未成年人
真诚赔礼道歉。

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中，学校未能及时发现
和干预欺凌、不良交友等问题，
导致学生走向犯罪或者被侵
害。最高法意见对此明确规定，
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
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
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意见

专门提出，坚决依法惩治各类
“校闹”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学
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未成年
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发生人
身损害，学校已经尽到教育管理
职责的，依法判决学校不承担侵
权责任，为学校依法依规开展教
学管理提供司法保障。

家庭监护管教缺失，法院可予以训诫

清华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
心团队近日研制出了世界首款
类脑互补视觉芯片“天眸芯”，相
关成果5月30日作为封面文章，
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
精密仪器系教授施路平介绍，
在开放世界中，智能系统不仅
要应对庞大的数据量，还需要
应对如驾驶场景中的突发危
险、隧道口的剧烈光线变化和
夜间强闪光干扰等极端事件。
而传统视觉感知芯片面对此类
场景往往出现失真、失效或高
延迟，限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
为更好应对上述问题，清华

大学类脑计算研究中心团队聚
焦类脑视觉感知芯片技术，提出
了一种基于视觉原语的互补双
通路类脑视觉感知新范式。

“该范式借鉴了人类视觉系
统的基本原理，将开放世界的视
觉信息拆解为基于视觉原语的
信息表示，并通过有机组合这些
原语，模仿人视觉系统的特征，
形成两条优势互补、信息完备的
视觉感知通路。”施路平说。

基于这一新范式，团队进
一步研制出了世界首款类脑互

补视觉芯片“天眸芯”，在极低
的带宽和功耗代价下，实现了
高速、高精度、高动态范围的视
觉信息采集，能够高效应对各
种极端场景，确保系统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

同时，基于“天眸芯”，团队
还自主研发了高性能软件和算
法，并在开放环境车载平台上
进行了性能验证。在多种极端
场景下，该系统实现了低延迟、
高性能的实时感知推理，展现
了其在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应
用潜力。

论文通讯作者、清华大学

精密仪器系教授赵蓉表示，“天
眸芯”为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
重要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结
合团队在类脑计算芯片“天机
芯”、类脑软件工具链和类脑机
器人方面的应用落地的技术积
累，“天眸芯”的加入将能够进
一步完善类脑智能生态，有力
推动人工通用智能的发展。

据介绍，这是该团队继异
构融合类脑计算“天机芯”后，
第二次登上《自然》封面，标志
着在类脑计算和类脑感知两个
方向上均取得了基础性突
破。 据新华社

我国研制出世界首款类脑互补视觉芯片
“天眸芯”将进一步完善类脑智能生态，有力推动人工通用智能发展

近年来，全国电动自行车火灾呈
多发、频发的趋势，给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带来了较大损失。记者从30
日举行的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已发生电动自
行车火灾10051起，造成35人死亡，
近3年相关火灾起数年均增长20%。

目前，全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4亿辆，且每年仍有较大幅度的增
加。“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加强电动自
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停放、充电、报
废回收等各个环节的整治工作，努力
提升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水平。”国
家消防救援局政策法规司高级指挥
长刘激扬说。 据新华社

今年全国电动自行车
火灾已逾万起

记者30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陈继兴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
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近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已向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陈继兴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陈继兴，听取了
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陈继兴利用担任广东省江门
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退休
后利用曾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江
门市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
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
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请
托人财物，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据新华社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陈继兴被公诉

中国-中亚应急管理部长级会议
3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会上宣
布正式建立中国-中亚应急管理合作
机制。

会议以“赓续传统友谊，共谋安
全发展”为主题。中国与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5国共
同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国-中亚应急
管理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通过
了《中国-中亚应急管理合作行动计
划（2024-2026 年）》，宣布建立中
国-中亚应急管理工作组。

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表示，中
国-中亚应急管理合作机制是深化六
国互利务实合作的重大举措和全新平
台，中方愿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同各方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认真落实六国元
首关于应急管理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
共识，加强体制机制对接、协同做好应
急救援、开展“小而美”合作项目、健全
完善联络渠道，推动六国应急管理合
作行稳致远，以实际行动为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应
急力量。 据新华社

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
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