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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儿童产业中心的一组
数据显示，80%的家庭中儿童消费支
出占家庭支出的30%～50%，家庭儿
童年消费平均为1.7万～2.55万元。
孩子占据家庭消费的“C位”，释放家
长的购买力、打造孩童更喜爱的游玩
消费项目，成为锡城多数商场的营销
重点。海岸城引进乐高授权专卖店，
大悦城、万象城在童装童鞋和培训游
玩等项目上发放代金券，锡东八佰伴
打造气球彩虹过道，营造欢乐节日氛
围。在瞄准提高核心客群现场下单
量之外，也有商家“另辟蹊径”，用“去
商业化”的活动，让更多客户认识，做
长久的生意。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希望通
过亲子活动的举办，能让参与的家长
孩子在拥有愉快体验的同时，也能增
加对商城的了解和兴趣。”无锡新世
界国际策划部经理陆樱介绍，今年的

六一促销将目标
放在了有关环保
的亲子活动上，通过
参加环保时装秀、植物
拓染、垃圾分类套圈圈等
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了解
大自然。“今年的六一更加注重参与
性，弱化商业感，到现场的不光是周
边小区居民，无锡不同板块的客户都
被吸引过来了。如果只是单纯地发
放代金券，许多家长可能不太愿意特
意过来，复购率也是有限的。但是通
过号召孩子参加主题活动的方式，大
人可以陪伴孩子一起玩耍，对商城的
印象也会更深刻，今后再次光临的几
率更大。”一名在该商城龙希谷儿童
生活馆经营玩具店的店长表示，去年
的环保活动举办之后，陆陆续续有家
长带着孩子来店里选玩具，并转化为
老顾客。

在市中院通报的一起案件中，被告
人戴某某历史上曾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满释放后仍
不思悔改，去年7月的一天，戴某某在梁
溪区一小区尾随被害人李某某（女，时年
12岁），以丢钱包为由欲将李某某哄骗至
附近楼道内猥亵并拉搂对方，后来李某
某挣脱逃离。同年8月某日，戴某某又
在另一小区一楼道内对被害人李某（女，
时年12岁）同样实施了猥亵。案发时戴
某某还是某培训机构的经营者。

中院刑一庭一级法官徐海宏介绍，
2022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制定《关于落实从业
禁止制度的意见》，规定学校、幼儿园等
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教职员工利用
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
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
罪的需要，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相
关职业。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戴某某的行
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禁止其从事未成年人培训教育及相关
（如工勤、行政、保安等）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工作。这也是《意见》出台后，无锡地
区首例适用从业禁止规定的案件。

无锡中院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情况

网络犯罪成为未成年人犯罪主要趋势

六一消费，
商家如何玩出“新招”？
大龄“儿童”凑热闹
去商业化营销提升复购率

随着六一儿童节到来，儿童玩具、童装童鞋等各类儿童适用产品
收获了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锡城的商家在发放代金券等“常规
操作”之外还“秀”出了新亮点，用去商业元素的活动，抓住孩子的
心，提升商场好感度。同时伴随着“怀旧风”的流行，已经成年的
“大朋友”们也参与到六一的庆祝中。

昨天上午，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1-2022年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相关工作。据悉，过去两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下降趋势，但也出现了低龄化、涉性犯罪、网络犯罪增多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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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联合京东超市
发布的《2023 儿童

节消费趋势观察》显
示，在儿童节前期，适合儿

童食用的果仁巧克力、西式糕点等
“甜蜜型食品”、适合儿童玩乐的咕卡
套装等玩具的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
过5倍。在锡城的多家超市，糖果饮
料、薯片、儿童牛奶被放在显眼处，与
超级飞侠、哆啦A梦等经典卡通角色
的“梦幻联动”吸引小朋友把零食带
回家。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当下“怀旧
风”的流行，有越来越多的“大朋友”
也加入到了儿童节的行列，准备过

“大龄儿童节”。在陆拾花艺馆，旺旺
牛奶、彩虹糖、泡泡机玩具和几枝鲜
花一同被打包装饰，并附有“不管几

岁，快乐万岁”的精美卡片。该店店
长陆女士介绍，这款零食玩偶花束是
店里的热卖款，预定这单的客户中有
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多数是男生
送给女朋友。“‘谁还不是个宝宝’是
年轻人常说的话，这种轻松的心态也
促使六一儿童节群体更广泛，年龄也
不局限在18岁以下了。我们看到了
市场的变化，所以推出了几款这样的
花束售卖，主要就是图有趣好玩，只
卖六一这几天。”在三阳广场地铁站
的沿街商铺，一家主打“怀旧零食”的
店铺里顾客络绎不绝，门口摆放的老
式横杠自行车被来往的行人拍照取
景。“六一到了，看到小朋友们都在开
开心心地庆祝节日，自己也想到小时
候的回忆，但是太幼稚的事情又不敢
做，买点小时候常吃的零食，也算过
节了。”00后小顾说。

（晚报记者 陈婧怡/文、摄）

韩锋告诉记者，在审理未成年
人犯罪案件中，全市法院认真贯彻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原则，同时体现“包容
宽容但绝不纵容”的政策精神。

从数据上看，无锡法院两年来

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66件，判
处未成年罪犯189人，未成年人犯
罪数呈稳步下降趋势；对于杀害、性
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
行为坚决依法严惩，当处重刑乃至
死刑的决不姑息；审结侵害未成年

人权益犯罪案件249件，惩处罪犯
284人，五年有期徒刑以上重刑率为
35.9%，远高于其他普通刑事案件；
并单独或者会同其他单位出台规范
性文件10件，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告
人的各项权利。 （甄泽）

过去两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从 2020 年的 179 件持续减少至
2022年115件，占同期刑事案件比
例也从2020年的2.3%持续下降至
2022年1.6%。

中院刑一庭庭长韩锋表示，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复杂情

况，性侵害犯罪在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中所占比重持续升高，
成为侵害未成年人最突出犯罪，
并且除了数量的攀升外，性侵害
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性
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趋低龄化，隔
空猥亵、网络性引诱等新型犯罪

层出不穷。就目前审理情况而
言，罪名集中在强奸罪、猥亵儿童
罪、强制猥亵罪。韩锋说，性侵害
犯罪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严重践踏法律红线和伦理底
线，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社会反映
强烈。

2021年某月，被告人侯某某通过
某科技公司的某社交软件认识被害人
包某某（女，时年17岁）后，多次要求
与对方见面并发生性关系均遭拒绝。
侯某某于是以公开隐私部位照片相威
胁，王某被迫前往指定酒店，后侯某某
在该酒店房间内强行与包某某发生性

关系。韩锋介绍，网络犯罪成为未成
年人犯罪的主要趋势。针对网络存在
的色情、低俗、暴力等问题，互联网对
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部分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模仿特征，网络化
趋势明显。随着未成年人生理心理成
熟较以前有所提高，网络媒体及生活

环境中刺激诱惑因素增多，未成年人
犯罪较之前可能出现年龄提前趋势，
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近
年来逐渐上升。此外，未成年人涉性
犯罪多发。未成年人性犯罪所涉罪名
增多，包括轮奸、猥亵等，而且早恋引
发的未成年人性犯罪高发。

数据：性侵害成最突出犯罪

趋势：网络犯罪成主要趋势

审理：包容宽容但绝不纵容

恶劣！ 男子猥亵儿童被禁业

“去商业化”促销：

赢得顾客好感，“回头客”生意变多

“谁还不是个宝宝”：

大朋友也过节，怀旧风拉动年轻人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