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认知 

1.请从法律角度出发，谈一谈如何治理校园欺凌事件？  

【参考解析】近年来，以中小学生之间欺凌弱小和敲诈勒索作为典型的校园暴力事件，

逐渐呈上升趋势，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关切。关注焦点有二：一是涉案未成年人

的低龄化。频繁曝光的校园欺凌案件中，不满 14 周岁未成年人实施恶性犯罪案件的新闻不

时见诸报端，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二是涉案未成年人的轻缓责任承担。

有学者对“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司法政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司法原则

提出质疑，甚至提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应更名为“未成年人渣保护法”，对现行的未成年

人责任承担方式和教育矫治的效果不满意。 

有部分学者提出，应修改相关法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利用刑罚的威慑力减少校园暴

力案件发生。对此，个人认为，刑罚并不“万能”，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对症”。校

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应在认真分析校园欺凌现象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的防治方案。校园欺凌事件的成因复杂，为了保护儿童安全、做好校园欺凌的预防和处理，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一是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做好青少年犯罪预防

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应把儿童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推动《民法典》、《家庭教育促进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在强调

家庭监护的第一责任的同时，国家应加强监护支持和监护监督，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家庭监护

能力和监护水平，为未成年人营造充满爱、自由和尊重的成长环境。对于学校教育，要坚持

心理健康、人格完善与智力培养同等重要的原则，给所有学生以平等、尊重的学习和成长环

境。同时，继续大力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和闲暇教育，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投入

力度，从正面培养合格公民上下功夫。 

二是依法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责任承担和行为矫治。司法实践中，轻缓责任承担饱

受诟病的重要原因是案件处理结果没有引起涉案未成年人的反思和改变，导致再犯的社会风

险很大。从中可见，如何做好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单纯降低刑事责任

年龄，只是表面看上去“有效”，但如果没有专业帮扶力量的参与和介入，单靠“刑罚”并

不足以达到未成年人行为矫治的目标。 



 

 

因此，保护儿童安全、减少校园欺凌的根本之策不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切实加强

全体未成年人，特别是 0-6岁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力度。同时，对已经有不良行为和违法

犯罪的未成年人，要根据行为严重程度不同，设立与其年龄和危害程度相当的责任承担和行

为矫治方案。承担责任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措施之一，但刑罚只是手段并非终极目标，涉案

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治、回归社会才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宗旨和目标。 

2.扶贫开发，喜欢支持大项目、条件好的对象，有人认为这有利于减小风险，有人觉得

不这不利于扶贫，对此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国进行由精准扶贫到脱贫攻坚战的背景下，出现了

题目中银行扶贫开发只喜欢支持大项目条件好的对象，我认为这个应当辩证地来看待。 

一方面，银行进行扶贫开发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充分体现了我国

全民参与扶贫的热潮，符合我国现有国情和政策，有利于我们扶贫到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实施。

但是另一方面，扶贫仅仅支持那些大项目条件好的对象，而不是根据贫困程度的一个具体情

况来实施，可能没有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贫困的对象，从而让扶贫只是成为一种口号，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银行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过

分追逐经济利益。相关扶贫管理部门监管不到位，缺乏对扶贫工作的实时监督。媒体缺乏对

扶贫工作的监督和引导，致使部分人员对扶贫工作认识不到位。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从而更好的解决上述问题： 

第一，个人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树立职业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在扶贫工作进行过程

中，应该真正的为人民考虑。而相关的企业比如银行应该加大对扶贫项目的支持和扶持，特

别是对于一些扶贫的工作，不应该仅仅是看一个项目的条件是否好来决定，而应该看这个项

目是否能真正的扶贫，从而更好地来实施。 

第二，相关的部门应该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监管，可以设置如扶贫办等相关的监督部门，

专门针对扶贫工作中的一些违法违规情况进行监管，避免出现打着扶贫的帽子而从事其他相

关的营利活动，同时加大对扶贫工作的一个监督，对于扶贫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贪污受贿腐败

等行为进行严格的查处和追究责任。 

第三，国家应加大对贫困项目特别是那些条件不好的项目的扶持，从而让银行敢于对其

进行扶贫，乐于对其支持。 

第四，媒体也应该加大对扶贫工作的引导和宣传，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工作中，从而



 

 

真正的解决我们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应该那发挥新媒体的监管作用，对一些扶贫工作中出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的监督和曝光，从而让我们的扶贫工作更好更快的实施。 

相信通过以上努力，一定能够让我们的银行真正的从扶贫本身出发来支持那些需要支持

的一些项目，同时让全民都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的扶贫工作中，打好扶贫脱贫攻坚战，实

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