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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5月17日，省检察院
与省妇联共同发布十起青海省检察机关办理
的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回
应人民群众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切，凝
聚共识，携手各部门形成合力，共同助推构建
新时代青海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格局。

◆ 案例一：未成年人盗窃案

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小刚（化名），案发时
16 周岁，2021 年间，伙同他人（另案处理）先
后三次盗取他人车内现金共计 1 万余元。
2022年3月23日，海南州某县检察院受理审
查起诉，同年6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
验期6个月。2022年12月，依法作出不起诉
决定。

典型意义：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主观恶
性、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情况，联
合多部门，积极引入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
专业力量，链接更多社会资源，加强精准帮
教，附条件不起诉教育挽救。

◆ 案例二：王某某强制医疗案

被害人小花（化名），案发时 10 周岁，系
农村单亲家庭子女。2021年3月，小花在家
中被父亲王某某用锤头敲击头部和胸部，用
刀割手腕并用手抠伤双眼，造成右眼失明、两
处重伤的严重后果。小花哥哥小强（化名，13
岁）在现场目睹王某某的伤害行为。经鉴定
王某某患精神疾病不负刑事责任，2021 年 9
月13日，公安机关向海东市某县检察院提出
强制医疗意见，县检察院经审查，向法院提出
强制医疗申请，法院决定对王某某强制医疗。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主动作为、能动履职，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
的合法权益，特别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等特殊被害群体给予更多关注和保护。为
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医疗救治、心理干预、法律
援助、经济帮扶等综合救助措施，改善未成年
人家庭、学校、社会成长环境，提升未成年人
综合司法保护效能。

◆ 案例三：马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

2020年至2022年，被告人马某某在担任
海东市某县某小学校长及数学老师期间，利
用其职务及教学便利条件，在学校宿舍、教室
等地多次对多名女学生（均系幼女）实施奸
淫、猥亵行为。 2022年8月19日，海东市检
察院起诉至法院，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判处马某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未检业务
集中统一办理优势，强化系统审查意识和综
合取证能力，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
程中，一并审查未成年人相关公共利益等
其他权益是否遭受损害，依法严惩校园性侵
犯罪。

◆ 案例四：民事支持起诉案

被害人小红（化名）身患残疾，案发时未
满14周岁，在外玩耍时被被告人张某甲哄骗
至家中，张某甲与张某乙先后对小红进行性
侵害，造成小红严重精神创伤，出现自杀、自
残等现象，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22 年 2
月23日，小红监护人向西宁市某区检察院提
出精神损害赔偿支持起诉申请。

典型意义：本案中由于张某甲、张某乙
的侵害，致使小红精神受到严重创伤，患上
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其有权请求上述损害
赔偿。检察机关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主动为其监
护人提供法律指导，引导其收集相关证据，
通过支持起诉方式帮助未成年人索要精神
损害赔偿。

◆ 案例五：强制报告制度履职不尽责案

2021年寒假期间，一名在校小学生被社
会闲散人员多次性侵并致怀孕生产，被害人
班主任及学校发现被害人被性侵并怀孕事实
后，未按照强制报告制度规定，第一时间向教
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报告。后期县教育局
接到汇报后亦未及时履行强制报告制度。

典型意义：学校是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
重要场所，具有保护未成年学生的法定义
务。检察机关在办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时，主动倒查是否存在违反强制报告等规定
的情形，发现问题督促相关部门严格依法追
责，推动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强制报告、入职
查询等制度，合力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

火墙”。

◆ 案例六：督促监护令案

2021年，海北州某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
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发现被害人家庭
存在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教育理念、方法欠
缺，不注重培养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从而
导致该家庭未成年子女多次遭受严重不法侵
害的情况发生。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及
时向监护人发出督促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的“督促监护令”，筑牢未成年人家庭保护
防线。

◆ 案例七：“小餐桌”综合治理行政公益
诉讼案

2022年，西宁市城北区检察院联合相关
行政机关对辖区校园周边开设的部分“小餐
桌”开展专项检查，经调查，辖区午托班不同
程度存在无证、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工作
人员健康证过期、未规范留样、进货台账登记
不齐全、使用过期的消毒产品、灭火器配备数
量不足、使用大量易燃材料进行装饰等食品、

卫生、消防问题。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职，对辖

区“小餐桌”食品、卫生、消防安全进行有效整
治，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权益。

◆ 案例八：酒吧违规招用接纳未成年人
行政公益诉讼案

西宁市城中区检察院在办理王某某、
袁某某被非法拘禁案时，发现辖区某酒吧
存在招用未成年人从事散台订桌、陪客人
喝酒等工作。同时，该酒吧未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审核消费者身份及年龄，多名未成
年人多次进入酒吧饮酒。被害人小明（化
名，15 周岁）在酒吧工作期间与进入酒吧饮
酒的未成年人发生矛盾，被殴打后非法拘
禁达 17 个小时。

典型意义：酒吧等娱乐场所纵容未成年
人进入酒吧，不仅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权，
也破坏了不特定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
境，扰乱了社会秩序，具有损害个人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双重性。检察机关实行未检业务集
中统一办理，有效堵塞监管漏洞，推动源头治
理，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

◆ 案例九：违规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
品行政公益诉讼案

海西州格尔木市检察院根据举报线索调
查发现，市区学校周边的部分零售经营场所
存在违法出售烟草制品等行为，未成年人可
轻易获得烟草制品，导致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案中注重沟通协
作，强化部门联动，通过事前全面调查取证，事
中充分沟通协调，事后严格跟踪监督，凝聚各方
共识，强化部门联动，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 案例十：未成年人安全骑行“小黄车”
行政公益诉讼案

海东市乐都区检察院通过调查核实，发
现因运营单位管理不到位和共享电动车身份
认证系统存在漏洞，导致出现不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扫码骑行、超载骑行、在行车道上逆
行等违反交通规则问题。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主动担当作为，通过
制发未检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建立公
安+城管+交通联勤联动执法机制、“学校+家
长”普法宣传等措施，形成保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社会治理大格局。

我省发布十起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日前，由西宁晚报社主办的珠海房地产推介会在
城北区希尔顿欢朋酒店 3 楼多功能厅举行。在经历了
一周的阴雨天气后，天公作美，珠海看房活动不仅迎来
了晴好天气，也迎来了 130 人的看房团。活动现场，人
潮涌动，热闹非凡。“珠海，不仅是百岛之市更是幸福浪
漫的花城。一年四季有着舒适的气候及温度，空气质
量佳，环境优美，全年皆旺季，令人流连忘返，无论是自
住或是投资该区域资产，都非常适宜。”推介大使耐心
详细地从区位优势到经济前景，声情并茂地为广大看
房者推荐珠海房产的每一项细节和优势。推介会结束
后，看房团成员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不停地向推介大
使询问着珠海各房产的详细情况，并且有8组客户毫不
犹豫地报名参加了去珠海看房的看房团。接下来，西
宁晚报看房团将带您一起飞向珠海，去寻找一份属于
自己的安居之所。 （记者 悠然）

相约晚报看房团一起飞向珠海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51家文博机构共
同策划的生肖文物图片联展、民间收藏文
物公益鉴定咨询活动、首次面向高校校园
文创创意设计大赛活动……在5月18日第
47 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波文化惠
民活动来袭，为市民游客献上一道丰盛的
文化大餐。

据了解，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
年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
活。为了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
发挥博物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历史自信、文化
自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市民游客切实享
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惠，青海省博物馆依
托青海丰厚的文物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文化
遗产，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特色鲜明、精彩纷
呈的活动。

活动一：于5月18日（全天展出）在新宁
广场举办由中国文物报社、青海省博物馆联
合 51 家 文 博 机 构 共 同 策 划 的“ 大 展 宏

‘兔’——癸卯（兔年）生肖文物图片联展”，
展览集结了全国各地丰富的兔题材文物艺
术品映像，通过丰富的图版资料，从各个侧
面反映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兔
文化。

活动二：在青海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推
出“5·18海报接力”活动。

活动三：于 5 月 18 日 10:00 在新宁广场
举办“校园文创创意设计大赛活动”启动仪
式。2023青海省文博文创校园创意设计大
赛是我省首次面向高校在校生设立的专项
赛事，旨在充分挖掘利用博物馆馆藏资源，
打通博物馆文化资源与省内大专院校授权
合作通道，加大博物馆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力

度，推动我省博物馆文博创意产品开发工作
高质量发展。

活动四：于5月18日在新宁广场开展民
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活动。为满足人
民群众对文物收藏、鉴赏的需求，进一步提
高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引导全社会树
立正确文物收藏理念，青海省博物馆联合青
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省文物商店面向
社会开展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咨询服务。

活动五：于5月18日9:30—12:00在青海
省博物馆四楼社教活动室开展社教活动，感
受历史文化魅力。青海省博物馆将集中汇
集优质社教活动，以“互动体验”的方式，打
造社教活动专属体验区，宣传展示优秀社教
成果。与来馆观众开展深度互动，唤醒历史
记忆，培塑民族情感，营造美好的体验氛围，
讲述尘封千年的历史文化故事。

多项惠民文化活动接连奉上精彩连连

你的公积金用来买房了吗？
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最受大家欢迎？
用公积金租房，每年能提取多少钱？
……
记者从西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

2022年我市住房公积金年缴存额突破50亿
元大关，达51.63亿元，比上年增长11.85%。
其中，在提取业务中，支持住房消费相关提
取业务仍是主要业务，提取金额占总提取额
的68.88%。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的占15.22%，90（含）平方
米—144（含）平方米的占79.70%，144平方米
以上的占 5.08%。超 8 成贷款用于购买 144

平方米以下住房。
“现在提取公积金可比以前方便多了，

每月都会自动转，而且额度也在提高，对我
们‘租房族’来说，是很实在的‘福利’。”在西
宁工作的安徽小伙吴昊告诉记者。

据了解，为减轻中低收入缴存职工租金
压力，我市全力支持租房提取，西宁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将租房提取额度从每年9180
元提高至14400元，并优化租房提取业务办
理流程，所提取住房公积金可按月自动转入
指定银行账户，避免职工重复跑路。通过上
述举措，租房支持作用逐年提高，2022年租
房提取11220.92万元，比上年增长 167%，占

总提取额比例较上年增长2.45个百分点。
同时，为支持首套房购买需求，有效解决

新市民青年人购房问题，我市提高首套房贷
款额度，单缴存职工最高额度由50万元提高
至60万元，双缴存职工最高额度由60万元提
高至70万元。降低购买商品住房首付比例，
首套、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分别降低为20%
和 30%。下调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2022年10月1日前贷款的，5年以下（含五
年）贷款利率为2.75%，5年以上贷款利率为
3.25%；2022年10月1日后贷款的，5年以下
（含五年）贷款利率为2.6%，5年以上贷款利率
为3.1%。 （记者 师晓琼）

去年我市住房公积金年缴存额突破50亿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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