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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2023年第二批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有四个方面特征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侦大队
重案中队中队长孙玥晅说，相较于直
接让受害人转账，快递上门的“礼品
卡”更具迷惑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未严格

落实快递实名登记要求，是造成此类
诈骗频频得手的重要原因。孙玥晅
说，由于在快递实名制要求不严的地

区可以随意发送快递，不法分子乘机
隐匿犯罪踪迹作案。
早在 2018 年，交通运输部就公

布实施了《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
法》，要求各寄递企业制定本单位实
名收寄管理制度和措施，并严格落实
执行。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说，一些
地区快递实名制落实不到位，反映出

部分快递企业管理不够规范，末端服
务网点碎片化，服务标准落实不够。

此外，网络黑市买卖个人信息泛滥，
也是此类诈骗犯罪得以实施的重要原
因。奇安信集团安全专家王伟峰表示，不
法分子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公民个人信息，
筛选出“易上当人群”，导致一些受害者在
不同类型诈骗中多次落入陷阱。

打击“礼品卡”类诈骗强化快递实名制是关键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发布相关
指导文件，努力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成长环境。为加强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家长“依法带娃”，日前，最高
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此批案例主要有四个方面特征。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
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
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
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
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
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
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未
成年人目睹家庭暴力特别是身体暴
力，不仅会对其心理产生巨大冲击，
还可能因被迁怒、误伤等原因受到身
体伤害，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形成“以
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对其成
长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出于健
康成长的考虑，未成年人可以由其近
亲属或者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等有
关部门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

为争夺抚养权，蔡某某的父亲先是暴
力抢夺、藏匿蔡某某，导致年仅四岁
的蔡某某近三百天未见到母亲；后不
顾蔡某某哭喊阻止，暴力殴打蔡某某
母亲，同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导
致蔡某某因极度缺乏安全感等心理
问题接受心理治疗。
此案中，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

象并不是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
身体、精神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
孩子作为被抢夺、藏匿对象和暴力行
为目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
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
人民法院对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司法对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家庭
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发
现是基础和关键。未成年人因其智力
尚未发育完全，自我表达能力欠缺，自
我保护能力不强，对家庭特别是父母
的依赖程度高，在遭受家庭暴力时难
以主动寻求有效救济途径。新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
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
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
关部门报告。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
构是除了家庭以外未成年人所在时间
最长的场所，老师是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家庭暴力的关键一环，其是否能够
细心关注、及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现程

度。在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件中，唐某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就是
由其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
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有效
制止了家庭暴力行为。在彭某某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学校老师收到
彭某某的求助后及时报案，陪同彭某
某在派出所做了笔录，并与妇联组织
进行沟通，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
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
实后盾。我们也呼吁广大学校、幼儿
园等教育机构及工作人员，除了教书
育人外，保护孩子身心健康是职责所
在，更是托举孩子幸福人生的善举。
对未成年人而言，学校及老师在其无
家可归的危难情况下，及时伸出援助
之手，将成为其以后面临人生困难的
温暖底色和强大支撑。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
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
岁、已满两周岁、已满八周岁的未
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有其各自优
先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均要遵循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为阻
隔家庭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避免
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受到身体、精
神侵害，一般不宜由施暴方直接抚
养未成年子女。如在刘某某与王
某某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考虑
到九岁儿童存在意思摇摆、意见多
次反复的情况，从最有利于其成长

角度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在韩
某某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
中，考虑到韩某某处于由单亲抚
养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
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基
础上，特别增加了一项措施，即暂
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年人
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
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
挥应有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
的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健康成长。

据人民日报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
现实中，有的父母片面以学习成绩
为唯一目标，忽视孩子正常的身
体、心理成长规律；有的父母片面
理解“爱之深，责之切”，动辄以打
骂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教；有的父母
不考虑孩子的真实意愿，强行推行
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还有
的父母将工作、生活中积累的压力
和负面情绪不自主地宣泄到孩子
身上。这些身体、精神侵害行为，
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人民法院在签发人身安全保
护令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基础上，还

通过责令施暴人接受矫治、对施暴
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给父
母“上课”。从根源上减少家庭暴
力的发生，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
在此，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少年

审判工作经验提示广大父母，每个
孩子都是需要被尊重的独立个体，
他们享有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
本民事权利。在处理涉及未成年
人事项时，父母要尊重未成年人人
格尊严、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
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恰当的方式引
导、教育子女健康成长。

被抢夺、藏匿、目睹家庭暴力
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

父母切勿以爱之名
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
发现机制起关键性作用

离婚纠纷中
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

今年10月以来，以“蟹卡兑换”为名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层出不穷。受害人“受邀”扫码参加“刷单返利”，不法
分子以“小利”为诱饵，会要求受害人继续“加大投入”，以换取“更高报酬”。那么，该如何防范此类新型诈骗？

今年10月7日，厦门的一位快递小
哥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大单”——寄件
人要求寄出4000张包装精美的“大闸蟹
礼品卡”，并提供了一份4000人的姓名、
电话、住址等信息。寄件人“指示”快递小
哥将“蟹卡”对照名单逐一寄出，并拍摄视
频留证。

由于每张“蟹卡”上写着“面值500

元”，4000张“蟹卡”意味着价值200万
元，再加上寄件人颇为“神秘”，受过反诈
宣传教育的快递小哥选择报警。
正是快递小哥的这一决定，让无辜

群众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在厦门破获的这起“蟹卡”诈骗案件

中，已有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公安机关
正根据线索追查其他涉案人员。

近期，除厦门破获的这起“蟹卡”诈
骗案外，不少地区均有类似案件发生。此
外，还有其他“礼品卡”陷阱。10月底，
“平安北京”发布信息称，有不法分子冒充
某知名品牌向群众发放该品牌的产品“提
货卡”；11月初，有网友反映在路上捡拾
到某品牌的“电话手表兑换卡”，也高度疑
似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手段……

快递小哥“火眼金睛”

多措并举打击“礼品卡”类诈骗

业内专家建议，有关

部门要强化落实快递行业

实名制寄递监管，从源头

阻断“诈骗礼品卡”寄出。

厦门“蟹卡”诈骗案件中，

正是由于快递员反复要求

寄件人提供本人身份证

明，在无果的情况下报案，

才有效避免了更多受害人

落入电诈陷阱。

杨达卿建议，行业主管

部门要按照相关法规及标准

要求，督促快递企业落实寄递

实名制以及寄递物品验视规

定，对未履行实名制要求的企

业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快递企

业要强化自身网络和信息安

全保障能力，严格收寄验视，

普及应用虚拟安全号码和隐

私面单，不能确定寄递物品安

全属性的不得收寄。

据新华社电

专业人士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