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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不寻常”

一 条 关 于 领 养 的 普 法
视频下面，某个评论下的回
复有些“不寻常”。在有人
询问如何在领养后给孩子
办理户口时，那条评论回复
称已经有人通过某途径成
功办理了户口。

更多人加入普法队伍，
这原本是好事。但孙平在
研判后注意到话语背后的
风险，在他看来，“其实就是
引 导 有 需 求 的 人 向 他 咨
询。”

事情发生在今年 6 月。
在抖音安全中心确认相关
人员涉嫌非法出售出生证
后，向警方报了案。两个月
后 ，警 方 在 湖 南 、浙 江 、江
苏、四川等地，抓获嫌疑人
王某等 10 人，采取强制措施
8 人，解救了 2 名儿童，其中
王某等 4 人因涉嫌伪造企业
印章被刑事拘留，谭某林等
4 人因涉嫌拐卖儿童罪、收
买拐卖儿童罪被取保候审。

孙 平 是 抖 音 安 全 中 心
拐卖专项负责人，曾有十五
年的检察工作经验。但即
便是他也无法否认，在一个
存在着海量信息的平台上
甄别出细微的风险，并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

“想在涉拐犯罪真正发
生之前提前预警风险，我们
当时其实是做了很多套的
预警方案，主要是会采取人
机结合的一个方式，我们会
有一个很大的风险池，在里
面对有风险的一些用户去
做风险程度的拆分，就是分
高中低和泛化疑似的风险
预警。”拐卖治理专项的业
务负责人金雪洁谈到。

在项目组的业务同事对
平台上的涉拐信息进行识别
挖掘，并进行初次研判形成
线索后，接力棒就给到了孙
平。他需要对线索进行二次
研判，判断这些线索是否可
能涉嫌犯罪，有没有线下打
击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
会再进行第三轮深度研判，
就行为性质、法律依据和管
辖地点进行研判，然后再把
线索以举报的形式交由各地
警方去调查和打击。”多轮研
判是一个对信息不断筛选、
细化和判断的过程，不能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人结婚多年没有孩
子，希望通过正规途径领养
一个孩子，这是正常诉求的
表达。”也正基于此，在初期
对信息进行识别时，团队会
将这些内容进行拆分。但这
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任何
一种小声音，在一个几亿人
使用的平台，绝对数量都是
一个大数字。

“看是情绪指向的还是
高度涉嫌犯罪的，从情绪指
向上来看的话，这个账号可
能就是吐槽开玩笑，或可能
就是一个孕期的妇女，十月
怀胎太累了，开玩笑这孩子
我生出来送人算了……”

但只有“不放过任何一
条可能风险”才能让人放心，
哪怕那只是来自某个辅导孩
子作业的母亲，深夜一条“这
孩子我不想要了”的玩笑吐
槽。

“追着打”

网络发展的同时带来了
犯罪过程的隐蔽化，平台上
的涉拐犯罪行为也在发生

变化，脱离了最开始单一的
内容维度。“比如直接从评
论或个人作品里面，直接能
体现可以提供相关服务的
信息，在被平台打击后，内
容就会变得更加隐晦，平台
不得不‘追着打’，”金雪洁
介绍，“如果我们没有及时
发现的话，就不知道他的这
个表达其实就是代表比如
说跟拐卖或者代孕相关的，
这都是通过我们在不断的
打击的过程中慢慢的去补
充完善的。”

窘境之下，越来越多的
犯罪开始利用抖音导流到
外部平台，这带来了另一重
困境，“跟有意向买的人之
间接触上之后，这些人会马
上导流到站外，并没有在我
们站内去沟通更进一步的
信息，所以我们也无法第一
时间在平台内就判断他存
在相关行为。”

从 前 孙 平 的 工 作 更 具
确定性，作为一个检察官，
他的工作是“对公安机关移
送的犯罪事实进行审查，决
定是否能够起诉”。现在，
作为平台治理人员，他面临
着不确定。事实上，这是整
个拐卖治理专项团队要共
同面临的问题。

很多时候，移交给警方
的是一种可能性、猜测性的
线索，是一种风险。“我们发
现的线索只是一种雏形，是
一种用户行为的异常，我们
还不能够判断他们现实当
中是否发生了交易。”没有

“实锤”的举报线索，很有可
能带来警方更高的执法成
本。“要打击犯罪，该在哪个
阶段下手，这里面确实也存
在很多难处。”

线索举报给警方后，并

不意味着一项工作的结束，
往往这是一个更复杂工作
的开端。“我们会继续配合
警方进行线下调查，这是一
个长期行为。譬如说我手
上目前这段时间最长的（调
查）都快一年了，已经有 10
个月了。”

对孙平来说，绝大部分
报 警 的 线 索 都 无 法 立 案 。
典型的是，一些发言要送养
的“妈妈”，实际还并未将孩
子生下来。面对这种情况，
警方也只能批评教育。

打拐不能单打独斗

从 事 拐 卖 治 理 工 作 的
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这份
工作的复杂性。孙平相信，
对于涉拐案件，警方和互联
网平台都是尽全力在进行
打击。但他不得不承认，没
有哪个平台能够靠一己之
力解决这个问题，打拐不能
单打独斗，“真正重要的是，
建立一个政府、社会和公众
都参与进来的打拐机制。”

现实中的拐卖案件，有
一类是亲生父母以送养名
义，收取一笔营养费，将孩
子送给他人。孙平以往接
触到的几个案件，通常是孩
子原生家庭存在各种问题，
比如未婚产子、父母离异、
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好赌、涉
毒等。

司 法 上 对 这 类 案 件 是
否认定为拐卖，也存在不同
观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
是迫于生活困难等原因，私
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
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
取 少 量 “ 营 养 费 ”“ 感 谢
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
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
处，而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这
类案件往往难以把握。

有 一 件 案 例 让 孙 平 印
象深刻：一个孩子因为家里
经济困难，被父母送养，最
后被认定为拐卖。买家和
父母都被判刑，孩子送到了
福利院。“从法律上看，这个
案子当然没什么问题。但

仔细去想一想，我心里是
不平静的。”

“平台为了防控拐卖
事件的极端风险，自然是
采取零容忍措施”，金雪
洁表示，但这类案件打击
之后，有时候孩子的救助
又成了问题，这是互联网
平 台 难 以 解 决 的 问 题 ，

“需要民政系统、妇联、民
间公益组织各方力量的
共同参与。”

互 联 网 犯 罪 治 理 的
复杂性还体现在，线上与
线下之间笼罩着重重信
息迷雾。

去年 8 月 10 号，一个
网友举报了一个抖音用
户 的 头 像 —— 孩 子 失 踪
已经超过 24 小时，但是有
人用孩子照片作头像注
册抖音，用户资料上面声
称“给 50 万就放人”。

孙平关注到信息后，
意识到孩子可能被拐卖
或者被绑架，马上组织团
队进行研判，很快核实到
孩子确实在广西梧州地
区失踪。联系到当地警
方后，警方很快找到了该
用户，这一切都在一天之
内完成。据警方介绍，犯
罪嫌疑人利用孩子失踪
的消息，故意用这种方式
试图诈骗孩子家属。

两天后，孩子在距离
家一公里左右的山坡下
被找到。“孩子三岁左右，
玩耍时自己不小心滚下
了山坡。因为地方隐蔽，
家长一直没找到。”

孙 平 听 到 孩 子 被 发
现时精神状态很好，心里
长长地舒了口气。“警方
给我发了一张孩子光屁
股的照片，孩子跟我们家
孩子差不多大，就一时间
又开心又感慨。”

孙平清楚地知道，在
网络空间上，越来越多的
传统犯罪形式开始在互
联网上伸出触手，拐卖也
牵引出诸如诈骗等更多
形式的犯罪行为，这些都
成为他必须去突围的地
方。 关雎

报案157起，34人被抓获

揭秘 抖音打拐团队抖音打拐团队
11 月 13 日下午，抖音发布《关于严

厉打击非法传播领养、送养儿童信息的
公告（第三期）》公告：2022 年至今，抖音
安全中心向各地警方提供的涉拐卖线索
立案 45 起，配合警方抓获相关犯罪嫌疑
人 34 人。

这个数据背后，有一个专门的抖音
打拐团队。除却 45 起立案的案件，他们
实际的报案量是 157 起。互联网打拐时
代，如何远离“盲山”，在云端守护孩子？

2023 年 1 月 18 日，刚过完小年。青
海警方的车连夜开在路上，目的地是甘
肃。

一个年轻妈妈将刚出生的男婴送养
给甘肃的一对夫妇，收取了 5.5 万元的营
养费，警方赶到时，钱已经花完了。警
方最终将孩子安置在他父亲的所在地抚

养。三天后就是除夕，孩子在父亲身边
过了年。

一切从一张截图开始。抖音平台收
到用户的举报信息，附着一张截图，上
面是另外一个用户发来的私信——一个
女人想送养自己刚产下的男婴，并要 10
万元的营养费。抖音安全中心经过反复
研判，认定用户存在高危涉拐风险，随
即向警方报案。

网络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犯罪的隐
蔽化。伴随拐卖，诸如贩卖出生证明、
鉴 别 胎 儿 性 别 、代 孕 等 黑 产 也 随 之 出
现，这中间，还藏着为“非法获利”而送
养亲生子女的犯罪行为。互联网时代
给 打 拐 出 了 更 多 难 题 ，从 一 张 截 图 开
始，直到带回一个孩子，并没有想象的
那般简单。

我国始终对拐卖
犯 罪 保 持 零 容 忍 态
度。如今，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
段的发展，和 DNA 比
对技术、数据库建设、
跨年龄段人脸识别技
术、虹膜技术等的运
用，为全国范围内寻
找比对拐卖人口、寻
求案件突破点提供了
重要助益。

底数清、情况明，
是打击拐卖犯罪的第
一步。打拐，不仅需
要 公 安 部 门 倾 力 行
动 ，也 需 要 民 政 、卫
健、妇联等部门、团体
乃至媒体和个人的协
同努力。这些年，从
民间志愿者寻子公益
网站“宝贝回家”，到
大 型 公 益 寻 人 节 目

“等到我”，再到影视
作品《找到你》《亲爱
的》《失孤》，不只是公
安干警，各类公益组
织、志愿团体、媒体影
视 行 业 等 都 各 尽 其
职，以自己的方式壮
大打拐力量、凝聚社
会 共 识 。“ 曾 经 淋 过
雨，如今也想给别人
撑伞”，许多成功找回
家人的人们，仍常年
奔走提供线索、警示
宣传，成为打拐的有
生力量。各方合力，
正在织就一张越来越
密的防护网，让犯罪
分子无处遁形。

团圆，不是终章；
打拐，不应止于案件
侦破。在此基础上，
还需持续做好拐卖受
害人救助、安置、关爱
等工作，帮助他们顺
利回归家庭、融入社
会，同样关键。

拐卖，要严打，更
要严防。近年来，随
着 治 安 水 平 不 断 改
善、法治进程不断推
进，拐卖犯罪得到有
效遏制。但是，当前
滋生拐卖犯罪的土壤
尚未完全铲除，打拐
形势仍不容乐观。一
方面，要在专项行动
之外，健全常态化打
拐防拐机制；另一方
面，要广泛动员各方
面力量，全面推动反
拐宣传。对拐卖犯罪
保持高压态势，加强
源头治理，打防并举，
才能从根源上杜绝悲
剧的发生，早日实现

“天下无拐”。

重拳“打拐”

愿“天下无拐”！
□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