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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3日讯 2016
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
儿童（14岁以下）案件433起，
受害人778人， 平均每天曝光
1.21起； 女童遭遇性侵人数为
719人，占92.42%；熟人作案的
有300起， 占总案件的69.28%
…… 这组数据出自中国少年
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
护基金（下称“女童保护”）发
布的《2016年儿童防性侵教育
调查报告》。 这些数据只是实
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今天，湖南省紧急救援协
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部
部长、用心安全教育促进中心
主任虞贵明呼吁，防性侵教育
要落到实处，每个孩子都要学
会保护自己不受性侵犯的方
法。据悉，今年，湖南省紧急救
援协会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工
作部将在我省部分中小学开
展防性侵教育，包括发放《安
全知识教育读本》、 开展公益
性的讲座培训及互动活动、开
通防性侵维权热线等。

7～14岁受害者居多

在778名受害者中，受害
者年龄最小的不到2岁。 其中
7岁以下的有125人， 占比
16.07%；7（含）～12岁的有
143人，占比18.38%；12（含）
～14岁的有 449人 ， 占比
57.71%； 另有61人未提及具
体年龄。12～14岁的中小学
生居多，说明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更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侵
害的目标。

在公开报道的433起性

侵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有
300起， 占总案件的69.28%；
陌生人作案的为127起，占比
29.33%。其中，有明确表述的
熟人关系的300起案件中，占
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师生（含辅
导 班 等 ）27.33% 、 邻 里
24.33%、亲戚（含父母朋友）
12%、家庭成员10%。犯罪嫌
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
近受害者并取得受害者信任，
再加上自身力量及身份地位
等优势，使得性侵案件更易发
生。

性侵犯罪极为隐蔽

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嫌疑
人实施性侵的场所中，受害者
住所占比最高。据统计，发生
在受害者住所的有126起，发
生在作案者住所的有10起，发
生在酒店或旅馆的有93起，发
生在野外（如上学路上）的有84
起， 发生在学校的有43起。另
外， 一人对多名儿童实施性侵
害的为61起，占14.09%；有269
起性侵案件的作案者是多次实
施性侵，占比高达62.12%。这说
明了性侵犯罪极为隐蔽， 且在
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作案
者不会自动终止。

近七成家长无防性侵教育

“女童保护” 对全国31个
省份的9151位家长调查问卷
显示，68.63%的家长没有对
孩子进行过防性侵教育 ，
31.37%的 家长 表示 有 过 。
41.37%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

过程中从没有提及过防性侵
方面的知识。

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
50.61%的家长不能确定是否
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 ，
16.85%的家长不能识别 。
29.12%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的
危险只可能发生在女童身
上、男童没有危险，13.20%的
家长对此不确定。21.44%的
家长认为性侵害离孩子很遥
远，30.32%的家长不确定儿
童性侵害是否会发生在身
边。 这反映出家长的防范意
识淡薄， 不知道如何教孩子
防性侵。

我省将出台防性侵课本

“防性侵教育须融入每个
孩子的成长， 大家要学会保
护自己不受性侵犯的方法。”
虞贵明建议， 首先要出台权
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
案空白。据悉，目前，湖南省紧
急救援协会中小学生安全教
育工作部联合用心教育集团
编辑的《安全知识教育读本》、
《幼儿安全绘本丛书》 其中有
专门的防性侵主题， 同时以
生动的故事和蜡笔画来传授
防性侵的方法。

另外，虞贵明认为，防性
侵教育应纳入学校课时，并
聘请专职老师。同时，建议定
期测评心理健康， 很多的孩
子被性侵后不敢告诉家人，
这样持续受伤害的可能性会
非常大， 需要定期对学生和
老师都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发现问题。 ■记者 黄京

本报3月3日讯 在高速公路收
费站一般都安装有车辆动态称重
设备， 可测量时速限制在30Km以
下，精确度在70%—95%，但价格
超过百万。而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
院邓露教授研究团队研发的动态
称重设备，成本仅需16万元，可以
在0—80Km/h的任意速度下测量，
并能保证98%的精确度。如果全省
318家高速公路收费站都使用该设
备，保守估计可以节省3.9亿元。今
天上午，在中国电子“i+”创新创效
创意大赛（简称“三创大赛”）晋级
赛现场，该项目获得了直接晋级的
直通卡。

此次比赛同时也是我省首届
青年科技创新创效创意大赛的半
决赛，作为湖南首个“央地合作”的
大赛，该比赛旨在搭建一个真正展
现青年人创新创意和产品孵化的
平台，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孵化。
比赛共有54个项目参加，最终有30
个优秀项目晋级总决赛。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陆艳萍

本报3月3日讯 近日，教
育部公布了《2017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明确了各项高
考加分、降分投档优惠政策，
增加的分值不得超过5分，最
高可降低20分录取。其中，加
分照顾政策中新增了一项规
定：在2017年高校招生中，经
共青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守信
联合激励系统认定，获得5A
级青年志愿者的， 在与其他
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其他可享优先录取政策的考
生条件与去年相同。

5A级详细标准尚未公布

如何才能成为5A级志
愿者？依据《志愿服务记录办
法》《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
法》，以“志愿中国”网站注册
志愿者数据为基础， 以志愿
服务时长、频次、单次服务时
长三个主要因素， 综合考虑
获奖、社会评价等方面因素，
建立青年志愿者信用评价的
指标体系， 将青年志愿者划
分为1A-5A五个等级。5A级
青年志愿者约占青年志愿者
总人数的5%。

目前，评选1A-5A五个
等级的详细标准尚未公布。
如果参考民政部发布的《志
愿服务记录办法》，志愿服务
记录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
300小时、600小时、1000小
时和1500小时的志愿者，可
以依次申请评定为一星级、
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五
星级志愿者。以湖南为例，目
前注册的志愿者有790万，但
是五星级志愿者屈指可数。
2014年， 全国首批优秀五星
级志愿者名单公布，109人
中，湖南4人入榜。

鼓励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如果是按时间来计算，
1500个小时对于课业负担重
的高中生来说， 难以达到。”
长沙市南雅中学黄辉老师
说，这意味着，高中三年每天
用于志愿服务的时间要达到
近一个半小时。“我认为5A
级志愿者的评定应该综合衡
量各方面的因素， 教育部的
这项规定， 初衷应该是鼓励
更多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

“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我
就鼓励她义卖报纸、 到湘江
边捡拾白色垃圾， 后来读初
中，她加入了学校的义工队，
进入高中又加入了青年志愿
者服务队， 我觉得做公益应
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动，
能够评级优先录取当然很
好， 但不能为了这个而做公
益。”长沙市民刘飞说，鼓励
孩子做公益， 不仅仅是帮助
他人， 也能够让自己多多接
触社会、 参加实践、 增长阅
历。 ■记者 贺卫玲

5A级青年志愿者高招将优先录取
教育部公布高招新政 我省尚未出炉具体细则

3月3日，长沙市五一中路小学的“食安小小监督员”与芙蓉区食药局
执法人员一起对校园周边门店进行食品安全检查。当天，由长沙市芙蓉
区文艺路街道食安办、食药监所等单位开展的“健康行动从我做起，食品
安全共同监督”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在长沙市五一中路小学举行。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李尚花 摄影报道

食安小监督员
检查学校小店

我省将出台中小学生防性侵课本
防性侵教育融入每个孩子的成长

车辆动态称重
“三创大赛”直接晋级

本报3月3日讯 湖南省肿瘤医
院胸外一科患者唐智英终于长出了
一口气，困扰她8年多的胸壁低度恶
性肿瘤，在借助增强现实技术下，成
功完成胸壁肿瘤切除加胸壁重建手
术。目前，唐智英术后恢复良好已经
出院。

增强现实技术也被称为混合现
实、人机互动技术。通过电脑技术，
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真
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
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 对于现实
目标通过叠加虚拟景象产生类似于
X光透视的增强效果。

患者唐智英因发现胸腹壁肿块
入院， 术前诊断为胸壁低度恶性肿
瘤，肌层及胸廓内均有病变，并且累
及胸壁及数根肋骨， 且与心脏表面
紧贴。主治医生肖高明认为，保守治
疗无法取得较好效果， 必须手术治
疗。 但手术治疗不仅肿瘤切除有一
定难度， 肿瘤切除后胸壁将出现严
重的骨缺损， 影响患者术后的呼吸
功能， 且患者心肺难以得到较好的
胸壁保护。

医疗团队决定采用增强现实技
术， 在计算机上进行数字化辅助肿
瘤切除术方案的设计， 并于电脑上
进行了手术预演。 在“增强现实技
术” 的协助下，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
利，增强现实与实际病变完全吻合。
有了增强现实技术， 术中主刀医师
不仅可以现实下直观大致观察肿瘤
表面形态、大小等实际情况，而且可
以在增强现实技术虚拟的图像上精
准判断肿瘤需切除范围、 肿瘤血运
以及肿瘤深面与心脏距离等， 从而
设计手术方案、模拟手术操作，手术
难度及手术风险大大降低。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汤轶 彭璐

人机互动技术首次
应用于肿瘤切除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