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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儿童色情信息：潜伏网络空间的黑暗链条》引发广泛关注

一篇调查报道如何激起舆论涟漪

本报记者袁汝婷

这两年 ，我一直在追踪关
注儿童性侵的话题 。个案 、调
研 、手记都写过不少。

这其中 ，有过让人振奋的
时刻：

比如 2016 年 4 月，我和同
事阳建在湖南某一起猥亵儿童
的个案中，通过调查，将线索转
交公安 ，最终促进了案件的告
破；

比如在案件告破后 ，一位
女童的父亲真诚地对我说：“如
果不是你们 ，可能就放过那个
人了，很感谢很感谢！”

比如 2016 年六一儿童节，
我们播发了长达 7000 字的《儿
童性侵现状调查报告》，广受关
注 ，很多公益组织 、律师 、心理
专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比如上周五 ，我和同事毛
一竹采写的《儿童色情信息：潜
伏网络空间的黑暗链条》在《新
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刊发后 ，又有法律工作者表示
愿意为受害儿童提供无偿援
助……

但有些时候 ，我也会有些
许无力感。

比如 ，在某一起案件告破
后 ，触目惊心的儿童性侵案还
在接二连三地发生；比如，在某
一篇调查稿件播发之后 ，儿童
色情社群 、网站依然“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比如，某一起
案件告破的一年后，举报者的父亲说他给孩子换了学
校，因为“村里的传言很多，孩子受不了”……

每当这样的时刻，我都会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产生怀
疑。直到前两天，我的采访对象、新浪微博一直致力于反
儿童色情、打击儿童性侵的大 V“黑客凯文”给我发来一
句话：“前路艰难，但此道不孤。”

凯文说，这句话的“出处”是一个叫林小明的人，一个
爱画漫画的警察。从 2016 年春节之后，林小明开始做反
侵害的相关工作，陆续写过不少调查文章。

2017 年 5 月，林小明在微博上发布了长文《面对儿
童性侵，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
当时，正是一直在坚持反儿童性侵的凯文，觉得自己做
的很少、感到有些灰心的阶段。凯文说，正是这篇文章理
性详实的分析，让他受到了鼓舞和震撼。

在微博上，凯文和林小明是两种类型的人：前者为
许多个案的解决提供大量帮助；后者以专业的视角去关
注事件背后的成因，提出科学的分析及建议。同样关注
儿童保护话题并以自身力量去努力呼吁的两个人，由此
相识。

几天前，凯文将林小明的长文推荐给我。我惊讶地
发现，在他的长文分析中，曾引用我和同事采写的调研
稿件《儿童性侵现状调查报告》。

我在那一刻更加直观地明白了什么是“此道不
孤”——— 有同样的目标、以不同的方式去努力的人，总会
产生交集。

就像我曾因为采访而认识公益组织“女童保护”负责
人孙雪梅，她一直致力于普及儿童防性侵教育，同样与
凯文相识。

总会需要同行的人，在偶尔灰心的时候，给予遥远
而又贴近的、彼此支撑的力量。无论你用哪种渠道，勇敢
的举报者、线索提供者们，都是同道中人。

藏在黑暗中 、躲在地底下的恋童癖违法者们，用五
花八门的手段逃避法律制裁。比如，他们将网站服务器
建在境外，跨区域甚至跨境作案，给社群论坛设置付费
门槛 ，甚至以招聘童模或拍摄儿童性教育片作为幌
子……他们深谙如何游走灰色地带 、如何在法律的“缝
隙”中为所欲为。

这一切，都增加了打击相关犯罪的难度。正因打击
太难，在相关部门全力以赴、重拳出击之下，依然有黑手
伸向孩子，依然有罪恶悄然滋生。

这一切，也让民间力量有了存在的价值。比如，凯文
曾在某一天收到上百条微博私信提供线索 ；比如，林小
明花了整整一个月制图 、配图 、找资料 、分析原因，写下
了万字科普长文 ；比如过去 4 年多，女童保护为 28 省
188 万余儿童、44 万家长送去了儿童防性侵课程，连续 4
年发布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他们搜集证据、转交线索，他们普及儿童性教育、科
普防护知识，他们用自己的坚持，为公众一次次敲响警
钟。

警钟长鸣，才能让更多孩子学会保护自己，让更多
父母学会保护孩子，让更多潜行的罪恶无所遁形。

如果你也在为此努力，或许你也曾灰心丧气。但请
你记住，此道不孤。

反
儿
童
色
情

前
路
艰
难

但
此
道
不
孤

他他们们搜搜集集证证据据、、转转交交

线线索索，，他他们们普普及及儿儿童童性性教教

育育 、、科科普普防防护护知知识识 ，，他他们们

用用自自己己的的坚坚持持，，为为公公众众一一

次次次次敲敲响响警警钟钟 ；；警警钟钟长长

鸣鸣，，才才能能让让更更多多孩孩子子学学会会

保保护护自自己己，，让让更更多多父父母母学学

会会保保护护孩孩子子，，让让更更多多潜潜行行

的的罪罪恶恶无无所所遁遁形形

■记者手记

扫描左侧二维码
阅读报道全文

【编者按】
由本报记者袁汝婷、毛一竹采写的深度调查报道《儿

童色情信息：潜伏网络空间的黑暗链条》（扫描本版右下

角二维码阅读全文），自 2 月 2 日刊发后在读者中引起
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客户端、网站对报道进行了转载。

新浪微舆情大数据平台统计结果显示，今年 1 月 13
日至 2 月 6 日，与儿童色情猥亵性侵现象相关的全网声
量，已出现两个明显的高峰。一个是 1 月 13 日晚，微博
博主“黑客凯文”向警方举报，有人以招募童装模特为由
猥亵儿童；另一个是 1 月 24 日，有媒体报道“11 岁女童
遭小学工作人员性侵”的新闻。

近年来，多起“儿童色情猥亵性侵”事件，引发舆情声
浪。以本报独家报道时间为节点，对比前后四天全网“儿
童色情猥亵性侵”信息量可见，相关信息量增长
41 . 97%，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舆论关注，在设置议程中导
向明确，更有利于推动防范治理措施的出台。

下列经由大数据分析得出的图表旨在说明，“儿童色
情猥亵性侵”现象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以微博为重要的
舆论场，女性更为关注该话题。本报独家报道彰显出社会

各界呼吁“严惩犯罪、谴责恶行、完善法律、重点保护”的

主流声音。

孩子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理应拥有安全阳光的童
年，对于侵害儿童的罪恶行径，必须利剑高悬、重拳出击。

本版策划：刘荒

数数据据显显示示，，女女性性用用户户对对““儿儿童童色色情情猥猥亵亵性性侵侵””话话题题关关注注度度更更高高、、举举报报更更积积极极

▲以“儿童性侵”和“儿童色情”为检索关键词，通过对百度指数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舆情整体趋势在本报独家报道发表之日达到最高峰值，进一步印证了该报道对舆论的引导作用。

本版全部数据及部分图表由新浪微舆情提供

▲截至 2 月 5 日 15 点 25 分，本报调查报道所援引@黑客凯文举报微博，共被转发
26 ，410 次，覆盖微博用户 1 . 8 亿人次；图中的大 V 用户，是引起转发热潮的主要节点。

▲从表达正负面情绪的高频词对比可见，社会各界对保护儿童免受非法侵害形成
强烈共识，治理刻不容缓。▲▲““儿儿童童色色情情””关关键键词词云云图图。。

统统计计周周期期内内，，全全网网
涉涉及及““儿儿童童色色情情猥猥亵亵性性
侵侵””信信息息多多达达 446611 .. 44 万万
条条，，其其中中微微博博平平台台信信息息
量量占占 8800 .. 2233%% ，，微微博博成成
为为该该类类型型事事件件的的重重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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