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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名高中生到法院旁听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庭审

一听判决结果，学生们惊了
本报2月29日讯 (通讯员

肖翔 刘静 记者 侯文强
实习生 朱筠) 2月29日，246

名高中生来到芝罘区法院第一
法庭，旁听了一起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庭审。3名年轻人因犯盗
窃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7年10个月
不等，并处数万元罚金。不少学
生听到判决结果后十分吃惊，
有的咂嘴有的低呼。

上午9点半，芝罘区法院第
一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
烟台三中的246名高中学生。在

烟台市区，邀请学生走进法庭
并不多见。学生们坐下之后一
直都十分安静，但有的学生在
听到宣判结果后还是不禁低呼
出来。

3名被告人里有两名是未
成年人。3人在2009年9月到2010

年11月结伙盗窃20多次，涉案价
值2万余元；2010年12月，3人捡
到一个有驾驶证和银行卡的手
包后，根据驾驶证号码猜出了
银行卡密码，并支取、刷卡消费
6 . 3万余元。

记者在庭审前采访多名学

生发现，孩子们并不认为用捡来
的信用卡取钱消费会构成犯罪。
学生小高说，他只知道捡到信用
卡应该交给学校或交给警察，这3

个人可能属于变相盗窃，肯定违
反道德，但不至于违法。

由于事实清楚明晰，3名被
告人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芝罘区法院当庭宣判。其中刘
某犯信用卡诈骗罪和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
5 . 6万元。另外两名被告人分别
获刑7年10个月和6年5个月。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邹艳

给学生们讲解了庭审中涉及的
法律知识。邹艳解释说，刘某是
投案自首，并且能够坦白交代
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
罪事实，所以被判得最轻。其他
2人都没有上述从轻情节。

由于看到了不少学生在惊
呼，邹艳进一步解释说，从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的角度出发，这
个案件已经尽量从轻判决了。
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信用卡诈
骗活动，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
50万元的，最低就要判处有期
徒刑5年。

格现场直击

三三名名被被告告人人的的不不同同与与相相同同
三名被告人的人生

轨迹十分相似：都是家
里的老小，家里都是做
生意的，都是初中辍学，
都爱玩网络游戏，都打
过零工……唯一不同的
是，刘某和赵某是未成
年人，乔某作案时已满19

周岁。

三人平时都不缺钱花

三名被告人的老家
都在福建，家里都在烟
台做生意，而且住在一
起，他们从小就认识。

赵 某 在 初 中 辍 学
后，去天津打过一段时
间零工。家里有3个姐姐
和哥哥的赵某是老小。
平时父母和哥哥姐姐都

忙于生意不太管他，但
每个月都会给他三四百
块钱的零花钱。

刘某家里是三个孩
子，他也是老小。刘某干
过服务员和网管，最爱
玩《穿越火线》和《魔兽
世界》，但平时挣的钱不
够花，有时候也会跟家
里要钱。

乔某在家里排行老
三，也是最小的一个。他
和赵某的经历差不多。
去天津亲戚开的公司里
工作过，回到烟台后干
过网管，如果没有钱花，
就会跟家里要。

以前没觉得是在犯罪

在庭审现场，三名

被告人都总结了自己犯
罪的原因。

赵某在网吧被警方
抓获。赵某说，他当时没
认为这是犯罪，而是朋
友们之间的玩乐。没有
钱和吃的了，就撬开锁
去超市里偷点东西。

“是无知。”随后被
抓 的 乔 某 说 出 了 这 句
话，并没有多说其他。

听到两个朋友被抓
后，刘某主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刘某说，他
们当时沉迷于网游，天
天到网吧上网，而且不
听父母的话，所以才犯
下这么大的错。

宣判后家长庭外痛哭

孩子们被抓后，家
长们都着急了，三家积
极退赔6 . 3万余元。在法
庭上，三名被告人的家
人来了近20位，他们扎堆
坐在旁听席，个个面色
悲戚。

庭审结束走出法庭
后，被告人的家长们大
多哭泣起来。一名被告

人的母亲看到法警押着
儿子走出来，忍不住冲
过 去 抱 着 孩 子 大 声 痛
哭，随后被法警拉开。

据法官介绍，三家人
都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
都不错，已经在烟台生活
了十多年，只有每年过春
节时才会回老家。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格法官释法

少年法庭重在预防

芝罘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
邹艳说，少年法庭的工作重点是
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审判只是工作的一部
分。芝罘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是
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之一，在
运用法律武器惩治各类严重刑
事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更
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理
方面，少年法庭较早创设了“圆
桌审判”等人性化庭审模式，寓
教于审，将工作重点放在对未成
年被告人的挽救和帮教上。

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预防
犯罪，少年法庭还始终把普法教
育放在首位，多次走进学校对在
校学生及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宣
传教育。 本报通讯员 肖翔
本报记者 侯文强

┩捣德

如今，法庭上有不少令人
啼笑皆非的故事，也有许多让
人痛惜的案例。《文强说案》主
要讲述法庭内外的那些事儿。
欢迎读者拨打15954530929，和
文强提提建议，说说感触。

低声惊呼的同时，也是一堂生动的普
法课。 肖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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