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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

平台“团圆”系统上线三年来，共发

布走失儿童信息 3978 条，找回

3901 名失踪儿童，找回率达 98%。

这是记者 2日从国务院反拐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安部刑事侦

查局开展的 “关爱儿童，反对拐

卖”主题宣传活动的北京活动现场

获悉的。

据悉，“团圆”系统是公安部为

适应“互联网 + 打拐”的时代要求

而开发，于 2016 年 5月 15 日正式

上线的。一旦有儿童失踪信息发布，

该平台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

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

用终端，推送至失踪地周边一定范

围内，让更多群众准确获取相关信

息，及时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尽

快破案。目前，已有多家新媒体和移

动应用接入该平台。

“帮助孩子建立可信任的安全

人员名单”“儿童失踪不到 24 小

时不立案是谣言”“寻找孩子可采

取‘十人四追’法”⋯⋯在活动现

场，民警将一个个防拐小常识深入

浅出地传授给了参加活动的家长

和小朋友。中国反拐义务宣传员王

茜、于震等人号召全社会共同提高

防范拐卖儿童的意识，呼吁更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反拐工作，为孩子们

健康茁壮成长创造安全的生活环

境。

据新华社济南 6 月 2 日电

今年 5 月，山东潍坊市民张

先生的儿子在当地一家新开业

的“网红”室内弹力公园玩一个

滑索项目时，不慎掉落，导致左

胫骨远端骨折，弹力公园称对此

事不负责，引发社会对室内儿童

娱乐设施安全性的关注。记者近

期调查发现，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室内娱乐场所以及商场、景区

度假酒店内都开设了淘气堡、弹

力蹦床等儿童娱乐项目，然而一

些设施却暗藏安全隐患，相应监

管同样陷入“盲区”，导致安全

事故频发。

今年 2 月，哈尔滨市民殷女

士的儿子在三亚一家酒店内的

淘气堡玩耍时受伤。殷女士告诉

记者，事发的淘气堡虽要求家长

进入，但内部很多设施存在安全

隐患，比如缓冲台的软垫手感很

硬缓冲效果不好，并且没有铺

平，相邻垫子间有很大缝隙，容

易造成受伤，而且一些易发生危

险的地方成年人无法陪同进入。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儿童娱

乐区域的专职监管人员很少。在

济南某综合商场的儿童蹦床区

和滑梯区，儿童互相奔跑打闹，

一些儿童在玩滑梯时没等前面

的人离开就滑了下去，但这些区

域并未有工作人员对秩序进行

管理。济南市民孙女士告诉记

者，来这处儿童娱乐区设施玩的

孩子很多，但并不允许家长进入

陪同。像蹦床等项目一旦头部着

地很容易受伤，而区域内只有一

名工作人员每隔二十分钟左右

进入场地简单维持下秩序。

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有些

儿童娱乐设施年久失修，得不到

及时维护。此外，许多设施的卫

生条件也堪忧。

针对儿童娱乐设施存在的

安全隐患，专家建议，商家应加

强自律，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此

外，还应从政府监管、社会参与、

法律渠道等三个方面入手，逐渐

形成一个权责明晰的儿童娱乐

设施安全监管体系，让儿童娱乐

安全不再“淘气”。

一些儿童娱乐项目藏安全隐患，监管也存在“盲区”

淘气堡、弹力蹦床频频“淘气伤人”

三年来发布走失儿童信息 3978 条，找回率达 98%

“团圆”系统上线找回近4000失踪儿童

●商家存在“霸王条款” 在

不少儿童娱乐区入口处的安全

指示牌上 ，写有 “本场所只提供

娱乐设施，非设施质量导致的安

全问题本店概不负责 ” 等提示

牌。 一些店员表示，一旦出现非

设施质量导致的安全问题，家长

应负主要责任。

●监管存在“盲区” 有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根据我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地方质量监管部门只

负责对“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

于或者等于 2 米/秒，或者运行高

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2 米的载

人大型游乐设施” 进行监管，而

对室内儿童娱乐设施并无明确

规定。 按照权责分工， 旅游、卫

生 、市场监管 、城市管理等部门

都有管理义务，但实际上各部门

都疏于监管。

●后期维权难 多位子女曾

被室内游乐设施所伤的市民告

诉记者，大多数商家在出现安全

问题时，往往会推卸责任。 但在

维权阶段 ， 一些部门常互相推

诿 ，维权路径不通畅 ，这样不仅

无法帮助市民处理纠纷，也无法

给商家施加压力，促使其服务提

升。 而相关部门所给出的解决方

案 ， 一般只是告知市民寻求公

安 、消协帮助 ，或是通过法律途

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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