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要闻2021年6月1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一组重点宣传作
品、一部党史动漫专题片、一系
列互动引导话题、一批红色动漫
体验馆、一场启动仪式、一次主
题研讨……由中央网信办、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共青团中央联合
主办的“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
光”全网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昨天
在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启
动。将以青少年网民为主要对
象，在“六一”儿童节到“七一”建
党百年纪念日期间展开，为期一
个月，在特殊时点，以特殊形式
为青少年网民奉献一份“有滋有
味的党史学习精神食粮”。

启动仪式以《总书记走过的
红色足迹》视频开场，以传承红
色信仰、倡导青春报国为主旋
律，通过“烈士的告白”“信物会
说话”“人民有信仰”“以青春之
我”“永远记住你”等五个主题篇
章依次展开，邀请党史专家、烈
士后人、《觉醒年代》演职人员等
通过情景剧、时空对话等方式进
行互动分享。主题篇章引发了

现场观众特别是在校大中小学
生的情感共鸣，让大家深切感知
到革命信仰的伟大崇高、红色政
权的来之不易。

与会嘉宾参观了红色动漫
体验馆和烈士纪念展，并在无名
烈士碑前敬献花篮、肃立默哀，
表达对包括1700多位龙华烈士
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的缅怀之
情和深深敬意。

据悉，此次重点宣传作品将
以短视频、图文稿、图解等形式，
讲述红色故事、阐释伟大精神。
党史动漫专题片《血与火：新中
国是这样炼成的》聚焦从党成立
到新中国成立28年的革命奋斗
史，首次以动漫方式展现，共30
集，每集3分钟左右，通过清新简
洁、精美流畅的画面再现历史细
节，生动讲述《开天辟地》《南昌
城头一声枪响》《星火燎原》《四
渡赤水出奇兵》等党史故事。配
合重点作品和动漫专题片，活动
还将在微博、快手、抖音等互动
平台开设“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
之光”“青春有信仰”等话题，吸
引广大网民积极互动分享，形成
讨论热潮。

此次活动依托上海市龙华
烈士纪念馆、人民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复兴大道100号”快闪体验
馆等打造一批红色动漫体验馆、
体验区。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内
设置的《血与火：新中国是这样

炼成的》动漫体验馆，综合运用
沉浸式展厅、全息投影、AR/VR互
动等先进技术手段强化互动体
验，通过营造真实感、亲切感、科
技感，让党史故事走近观众，让
革命信仰浸润心田。体验馆还

设置了动漫长卷AR增强交互体
验、“小电视红色之旅”党史知识
答题机、弹幕打卡墙、国创动漫
场景氛围区等互动设施，以新鲜
有趣的方式吸引青少年观众参
与其中。

以青春之我 耀信仰之光
全网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奉献“有滋有味的党史学习精神食粮”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
6月1日起正式实施

2020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案。修
订后的该部法律从6月1日起正
式实施。

朱勤皓介绍说，修订后的
“未保法”，从“家庭保护、学校保
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
护、司法保护”六个方面，全方位
构建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制度体
系。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监
护缺失或监护不当等社会关注
度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
问题，作出了积极回应。尤其在

“政府保护”方面，不仅细化了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政府职责，而
且明确了民政部门依法对未成
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
的情形，明确了政府在未成年人
保护上的兜底责任。

上海将出台全国首个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地方标准

朱勤皓说，为推动修订后的
“未保法”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
全社会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良
好氛围，上海着力探索开展以下
几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未成人年保护的
法治保障。首先，目前本市已启
动了《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

例》的修订工作，加快推动完善
本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体系。
其次，本市开展了针对“家庭监
护状况和监护能力评估指标体
系”的研究，拟制了《未成年人
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指引》，作为
本市地方标准向社会发布。目
前，该评估标准已由市场监管
局审定通过，于6月1起向社会
发布，这也是全国首个关于家
庭监护能力评估方面的地方标
准。

同时，根据“未保法”的有关
规定，本市将于今年6月1日起，
试行开通“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由“12345市民热线”一号对外，
及时受理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投诉、举报和建议。

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法严惩
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快速
查找、甄别儿童相关信息。市检
察院积推动涉及未成年人的公
益诉讼，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
监督专项行动。5月28日，上海
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正式
成立，全市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
院也将成立，实现了未成年人审
判领导工作机制的全覆盖。

二是发挥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平台作用。为更好地落实新
修订的“未保法”所明确的“六大
保护”要求，本市将依托“市未成
年人保护委员会”这一平台，建
立健全各成员单位间的长效合

作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工作协
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同时，
还将进一步研究优化未成年人
保护核心指标，制定《上海市未
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工作规则》，
加强对各区政府、各部门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的督促和考核评价。

三是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队伍建设。经过多年努力，
本市已初步形成了一支遍布全
市各领域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力量。比如，教育系统的校内兼
职未保老师队伍，检察系统的检
察官兼职法治副校长队伍，团市
委系统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
民政系统的街镇儿童督导员、居
村儿童主任队伍、妇联系统的基
层妇女干部和“邻家妈妈”志愿
者等等。

四是汇聚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计划在
本市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
家库、社会资源库、法务资源库、
专业社工库”，从而形成四个方
面的社会支持系统，为全市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

五是积极破解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中面临的热点难题。市
民政局将会同各相关部门，结合
超大型城市发展的特点规律，回
应社会关切，真正从源头上关爱
保护未成年人。

上海多措并举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护航

未成年人保护热线今日起试行开通

记者：修订后的“未保法”，在

新增加的“政府保护”方面，明确

将“国家监护”列入法律。有了这

一条款，政府在保护未成年人工

作方面可以有哪些作为？或者

说，可以较过去有哪些突破？

答：新修订的“未保法”明确
了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在未
成年人保护中的责任义务，尤其
在“政府保护”中，不但细化了政
府职责，而且将“国家监护”理念
写入法律，明确了民政部门依法
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和长
期监护的具体情形，压实了政府
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兜底责

任。同时，规定了“委托监护、家
庭寄养、监护及收养评估、未成
年人保护热线”等一系列保护措
施，对政府保护提出了更加清晰
明确、更专业化的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明确“国家
监护”，并不意味着对家庭履行监
护责任不到位的纵容。新《未保
法》对“家庭监护”作出了非常具
体、明确的规定，“国家监护”理念
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督促、指导、
支持家庭监护责任的履行。我们
期待家庭、政府、社会形成合力，
共同努力，让每个生活在上海的
孩子都得到关爱和保护。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
民政局局长朱勤皓介绍了上海未成年人工作的有关情况，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钱雨晴，市民政局副局长蒋蕊，市教
委总督学平辉，团市委副书记丁波出席新闻通气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近年来，上
海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上海调整完善了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协调机制，着力强化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保障。据介绍，今天起，全国首个关于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方面
的地方标准也将向社会发布。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国家监护”列入法律 压实政府兜底责任

记者：设立“未成年人保护

热线”，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发

生哪些情况，可以拨打热线？热

线将通过怎样的机制，确保解决

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得到处理、解

决？

答：在市热线办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将依托“12345市民服务
热线”开通“未成年人保护”功
能，作为履行“未成年人政府保
护”职能的有效举措。

届时，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

政策法规咨询、各类侵犯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的投诉举报、困境未
成年人的救助保护、针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意见建议等，都可拨打
12345热线，相关部门将及时受
理、妥善处置。公众反映的问
题，如涉及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
或治安案件，或涉及法院、检察
院的业务，相关部门会及时移交
上述司法部门处理。公众亦可
直接通过110报警平台、法院或
检察院的受理渠道反映。

记者问答

上海这条保护热线 每个孩子都该知道

党史动漫专题片《血与火：新中国是这样炼成的》画面。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