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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犯罪之轻易、犯罪率之高让人惊讶

没没搞搞清清网网友友是是谁谁就就帮帮忙忙绑绑架架
自愿发生的

强奸案

有一次，于莉和同事去菏泽
某县一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做
法律宣讲。课堂上，一个男生直
接问她：“如果我和一个女孩谈
恋爱，后来她不乐意了，是不是
可以告我强奸？”

“这个女孩自始至终都说是
自愿的。”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少审庭法官于莉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去看守所看过黄波，
黄波瞪着一双天真无辜的眼睛
看着于莉：“阿姨，判我五年我没
意见，但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个规
定，我一直以为是和她在谈恋
爱，而且我是想和她结婚的。”

近几年，于莉看到了很多留
守儿童性侵案例，很多“真相”却
一步步偏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
就像黄波和小娟。

2013年，小娟13岁，父母都
在外地打工，而她留在菏泽当地
的艺校读书。有一次去网吧上
网，她认识了家里开网吧的17岁
男孩黄波。那天晚上，小娟上网
到很晚，就在网吧沙发上睡着
了，后来黄波上网累了，也躺在
沙发上休息，于是，谁也没有强
迫谁，两人发生了关系。

虽然父母都不在小娟身边，
但他们心疼女儿，平时给她很多
零用钱。此后，小娟和黄波又多
次发生关系，每次都是小娟付钱
开房。她经常夜不归宿，白天也
不上课，但父母都远在外地，没
有人注意到这一切。直到有一
天，小娟怀孕流产了，才被家人
发现并报案。

小娟家人要求对方赔偿10
万块钱，黄波家不同意，说双方
都是自愿的，公安也调出了很多
开房记录，但毕竟小娟未满14
岁，最后黄波强奸罪名成立，被
判5年。

“在判决时我们也有争议，
与普通强奸案不同，被告人和被
害人一样是未成年人，如此对他
判处刑罚，就等于把一个孩子给
毁了。”于莉为两个孩子深感惋
惜。

据共青团山东省委2011年
的一份统计数据，我省农村留守
儿童超过60万人，其中菏泽、济
宁、临沂、潍坊等劳务输出较多
的市，留守儿童比例较大，且数
量不断增加，而儿童性侵案在这
些留守儿童相对集中地区的发
生率也较高，但以这种形式发
案，却更深刻地刺痛了我们。

据记者调查，在鲁西南某
县，有两个五年级的留守儿童同
居了，刚开始都不满14岁，男孩
比女孩大5个月。后来女孩怀孕
生下一个男婴，女孩父亲就把男
孩告了。这时男孩已满14岁，女
孩还不到14岁，案子到底构不构
成犯罪，曾引起法官们多次探
讨，后来男孩强奸罪名成立，被
判了两年。

而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发生
在鲁西某县，一个不满14岁的留
守女孩，自愿与7个人发生关系，
直到女孩父母报案，7人均获刑。

“这几年所判的留守儿童
性侵案，不断遇到类似情况，也
许我们该探究一下更深层次的
原因。”于莉说，“女孩从小不与
父母在一起，缺少关爱，在青春
期又无人引导，在极端渴望关
爱的情况下，一些女孩会自愿
甚至是主动与异性交往并发生
关系。而男孩因为缺少法律知
识，不知道与14岁以下女性发
生关系会构成犯罪。种种因素
导致这种不合常规的强奸案发
生。”

有一次，于莉和同事去菏泽
某县一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做
法律宣讲。课堂上，一个男生直
接问她：“如果我和一个女孩谈
恋爱，后来她不乐意了，是不是
可以告我强奸？”

“大哥的江湖”

没有安全

“有个少年犯，也是个留守
儿童，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网
友，连对方真实身份都没打听，
就赶过去帮人家绑架。”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庭长赵明
军说，有些少年犯犯罪之轻易让
人惊讶。

于莉介绍，去年菏泽发生的
未成年人犯罪130余起，其中70%
以上是留守儿童犯罪。记者调查
发现，相比城里孩子，农村留守
儿童更容易被“大哥的江湖”所
吸引，因为那里能带给他们梦寐
以求的安全感和所谓的尊严。

鲁南某县一中的王陵是一
名留守儿童，同村的一个姐姐也
在县一中读书，并且正和一社会
青年谈恋爱。一次王陵不小心误
接了这个姐姐的电话，对方男友
竟对他起了误会，纠集6个“小
弟”要来学校找王陵算账。

而王陵在学校也是被称为
“哥”的人物，他喊来同学，同学
再喊同村的小伙伴，通过QQ、短
信、微信联络，一会儿工夫，就集
合了20多个人。

那是2012年放暑假前的一

天晚上，一帮十几岁的学生，浩
浩荡荡来到大街上，就像电影中
的黑社会火拼，威风凛凛地站成
一排。结果在打斗中，王陵同学
喊来的，一个和王陵不认识，也
不知道为何来打架的男生，被对
方一刀致命。

事后，所有参与者被起诉，
杀人者被判15年，王陵领了缓刑
后去了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
原本成绩很好的他，因为这场打
斗，再也与大学无缘。

17岁就因寻衅滋事罪被判
管制一年，聊城市茌平县24岁的
小南如今已“三进宫”。受香港电
影《古惑仔》影响，小南学生时代
就把电影里的帮会老大陈浩南
奉为偶像，崇尚暴力的他喜欢用
拳头解决问题。17岁犯罪后，他
干脆退了学，后来凭借一年管制
和三年坐牢的经历，竟然在“道
上”混成了“南哥”。一帮“小弟”
中，不少都是学生和留守儿童，
而在他们眼中，小南不断进狱、
出狱，处处洋溢着“英雄”色彩。

根据山东警察学院董士昙
做的《山东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
题的调查与分析》，目前留守儿
童的不良行为率比非留守儿童
高24 . 54%，违纪率高12 . 73%，违
法犯罪率则高10 . 99%，并达到令
人吃惊的12 . 54%。

“留守儿童的愤怒点非常
低，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
们外表看起来很强大很冷漠，但
内心很脆弱，怕被别人欺负，于
是愿意依附于社会上的不良青
年，寻求一种安全感，我有大哥，
有人罩着我，别人就不敢欺负
我，他们很容易被引上犯罪道
路。”于莉说。

“有个少年犯，也是个留守
儿童，在网上聊天认识了一个网
友，连对方真实身份都没打听，
就赶过去帮人家绑架。”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少审庭庭长赵明
军说，有些少年犯犯罪之轻易让
人惊讶。他们正处于一个善于模
仿、做事情绪化的年龄阶段，电
影、网络里的犯罪情节，对江湖
快意恩仇的向往，都容易诱使他
们做出自己意识不到的过激举
动。

冷静的犯罪

压抑的内心

村里人都赶去认尸，小凌
也去了，他站在人群外，安静地
看着，没有一丝慌乱。办案人员
事后回忆，比起案情更让他们
震惊的，是小凌当时一丝不乱
的眼神以及比大人还强的心理
素质。

有些少年犯的冷漠和镇定
曾让办案人员震惊。

这是一件去年发生在鲁西
某县的案子。犯罪时，小凌只有
14岁半，刚刚小学毕业，等过完
暑假，就该读初中了。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负
责在家照顾小凌和7岁的妹妹。
出事那天，妈妈不在家，下午两
点多，小凌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
上，邻居家一个和妹妹同龄的小
女孩来找妹妹玩，问他，“你妹妹
呢？”小凌回答不知道，小女孩不
信，说“你是她哥哥怎么还不知
道？”小凌一听急了，一把把她推
倒在地上，小女孩哭了，小凌觉
得很烦，就随手拿枕巾捂住她的
嘴，然后把她掐死了。

之后，小凌把小女孩的衣服
扒光，拉到走廊里，要对她强奸，
正巧妹妹回家敲门，小凌很镇定
地喊了声：“我在洗澡，你等一
下。”然后将女孩尸体拉到车棚
里盖住，再往自己身上泼了盆
水，假装在洗澡。妹妹进门后没
发现什么，就走了。妹妹走后，他
又把尸体拉出来，强奸后，装到
麻袋里，用电动车带着，扔到离
村很远的一个机井里，直到被人
发现。

村里人都赶去认尸，小凌也
去了，他站在人群外，安静地看
着，没有一丝慌乱。办案人员事
后回忆，比起案情更让他们震惊
的，是小凌当时一丝不乱的眼
神，以及比大人还强的心理素
质。他们一度被小凌的镇静迷
惑，问话时，小凌很自然地回答：

“她是来过我家，来找我妹妹的，
但我妹妹不在，她就走了，然后
我没再见过他。”说完，还天真地
笑了笑。

办案人员找到小凌父亲，父
亲说儿子平时很老实，也很听

话，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后
来，小凌终于说出原因，父亲不
在家，母亲也不管他，有时他会
去集市上买光盘看，上面有这些
内容，“很便宜，一块钱一盘”。

“父母不在身边，根本不知
道他们心里想什么，这是家庭
教育的缺失；学校里没有相应
的心理、生理、法律课，这是学
校教育的缺失；而社会教育也
同样缺失，网吧对未成年人的
拒绝形同虚设，有的农村集市
上，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淫秽光
盘，这些都对未成年人心灵发
育造成很坏的影响。”于莉讲，
比起一般孩子，留守儿童心理
更压抑，而且很敏感，“有的孩
子看起来很老实，没有什么问
题，但他们小小年纪，就已经会
把一切隐藏在心里，有时做出
事来让人震惊。”

今年，菏泽市经济开发区人
民法院专门开设了爱心服务站，
做心理干预。服务站是完全公益
的，里面有沙盘、模具、宣泄墙，
有很多游戏等。每天，具有专业
资格的心理咨询师轮流值班，为
每个进来的人打开内心那扇门。

曾经有一个抢劫的留守儿
童，因为父母出外打工，他生下
来不久就被寄养在姑姑家，10
岁才被接回来，跟父母很生疏。
后来他去抢劫，抢了500块，判
了2年。

有一天，他被带到爱心服
务站，在沙盘上摆出他心中的
场景：一个城堡，旁边是小桥流
水，爸爸妈妈在一边看着他，所
有东西都很美好，只是没有路，
如同他迷茫的内心。心理咨询
师给他做过两次心理干预后，
他再摆的时候，城堡换成了一
所普通而温馨的房子，有一条
路正好通向他家。
(文中涉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我省一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在上课。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法院爱心服务站里设有宣泄室。
本报记者 张洪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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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没有爸爸妈
妈陪伴，跟着年迈的爷爷奶
奶生活，生活困难，对陌生
人的关爱视如珍宝，与爸爸
妈 妈 打 电 话 时 泪 如 雨
下……很多时候，留守儿童
留给我们的都是这样一种
坚强、弱小、对爱极度渴望
的形象。可在现实中，我们
恰恰忽略了留守儿童的另
一面。

冷漠、叛逆、拜大哥、混
江湖、抢劫、乱交朋友，甚至
连最让人痛心疾首的留守
儿童性侵案，也在以另一种
怪异的形式，挑战和颠覆着
我们的传统观念。

本报记者 张洪波 景佳
实习生 付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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