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１年１0月１０日　星期日 编辑／李立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张学军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郑娜

  为了找到未成年人的代理人，法官褚松龄

跋山涉水，四处奔波；为了案件的定罪适当，

法官赵森查遍案例，挑灯夜战；为了解开受害

小姑娘的心结，法官胡珊珊辗转难眠，思虑关

窍；为了做好回访帮教，法官助理曲旭顶风冒

雪，不畏严寒……

  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强、易于改

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复性。对少年

审判法官而言，开庭审案只是工作的开始，延伸

帮教、心理疏导、法庭教育等，则成为工作重心。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访河南省南阳市政法系

统“十佳政法单位”———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少

年综合审判庭，聆听法官们讲述他们的帮教

故事。

为孩子寻找监护人进行监管

  “孩子父母虽然已过世，但我们一定要帮助

他找到监护人。一定要找到！不能因为找不到监

护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滑入犯罪的深渊。”南阳

中院少审庭庭长孙涛坚定地对合议庭成员说。

  南阳中院少审庭审理的一起校园抢劫案，5

名涉罪未成年人为了上网玩游戏，对同学实施抢

劫。案发后，这些未成年人后悔不已，真诚认罪悔

罪。合议庭经审理，认为可以对5名被告人适用缓

刑，这样更有利于对他们的教育挽救。然而，

在对监护人进行调查时，却发现被告人刘

某的父母均已过世，而他的近亲属也

因为他的顽劣拒绝监护。

  没有监护人监管，就不能

对刘某适用非监禁刑。法

官们分析认为，刘某心

理和生理尚未成熟，可

塑性较强，需要用科学

的方法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如果案件只是简单判决，虽然省去了很多麻

烦，然而一旦判处实刑，刘某很可能形成“破罐子

破摔”的心理，重新犯罪的概率较高。于是，合议

庭法官们一次次地往返于刘某的居住地，一遍遍

寻找愿意作为其监护人的亲戚，也不知吃了多少

闭门羹，听了多少冷言冷语……终于，刘某的一

位姑奶答应做他的监护人。那一刻，法官们心里

充满了欣喜。

  宣判后，5名孩子及其监护人泪流满面，集体

向法官深鞠一躬。

  此后的每个月，少审庭法官们都会给孩子们

的监护人打电话，询问他们最近的成长情况，尤

其是对刘某的情况进行重点跟踪回访。前不久，

刘某给法官们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尊敬

的叔叔阿姨，其实我知道，当时没人愿意管我，如

果不是你们的努力，我可能就这样自暴自弃了！

是你们，改写了我的人生！”

封存不良档案开启新人生

  如果给孩子打上犯罪标签，今后的路就会走

得很艰难。南阳中院少审庭为帮助涉罪未成年人

摆脱犯罪记录的影响，顺利回归社会，减少重新

犯罪，对轻罪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实施封存，同

时将轻罪记录封存规定告知本人和监护人。

  小栩是某高校汽车系的一名学生，一时冲动

犯了妨害公务罪。在案件审理中，少审庭法官了

解到，小栩来自农村，平时品学兼优，还是班长，

近期将有一次重要的省级汽车组装技能大赛，如

果在比赛中获得名次，这对他毕业后顺利找到理

想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合议庭法官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失去这次宝

贵的机会。合议庭经过多次讨论，分管院领导又

组织召开专业法官联席会议，最终对小栩的一审

判决进行了改判，依法对其适用非监禁刑。

  在选拔考试中，小栩不负众望，率队在比赛

中夺得二等奖，并代表河南省去北京参加了全国

比赛。为了让他“轻装上阵”，最大程度地减少犯

罪对今后学习、工作的影响，少审庭对其犯罪档

案依法予以封存。

  小栩毕业后，顺利留校执教。每到节假日，他

都会给少审庭张雪法官打个电话，每次挂断电话

前，他都会道一声“谢谢您，阿姨。”张雪动情地

说：“孩子们的悔过自新，让我明白了，少审法官

办的不仅仅是案件，更是孩子们的人生。”

心理疏导帮孩子找回自信

  “孩子走上犯罪道路，表面上是触犯了法律，

其本质是心灵患上了疾病。根治他们的心病，就要

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准病因。”孙涛说。南阳中

院少审庭法官在办案之余，认真学习心理学知识，

并且全部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

  法官们积极探索将心理疏导机制引入未成

年人案件审判工作，对有心理缺陷的未成年被告

人，邀请妇联、共青团干部共同进行庭前心理测

评、庭审教育、判后心理矫治，通过心理干预及疏

导，调整他们特殊的心理状态，促使其改过自新。

法官们定期为父母关爱缺失、单亲家庭、自闭孤

僻、人格缺失、心理受到创伤的未成年被告人进

行长期跟踪心理疏导和矫治，使其感受到司法的

人文关怀。

  为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消除心理阴影，少审庭

全体法官经常驱车300余公里集体来到郑州未管

所，对南阳籍未成年犯进行回访帮教，并播放专

门为他们录制的视频。大屏幕上，当孩子们看到

他们熟悉的村庄、家门前的小路、深爱他们的父

母、日渐衰老的爷爷奶奶，亲人们的叮嘱、期盼在

耳畔不断回响，泪水渐渐挂满台下一张张稚嫩的

脸庞。他们在这种亲情的传递中，褪去了倔强和

叛逆，拉着法官们的手泣不成声。

  在“一对一”心理疏导中，有孩子说：“告诉奶

奶，我会好好改造。”有孩子拿出手工作品说：“请

把这张稻草画带给我妈，我想家。”回程路上，法

官们手里握着孩子们写的忏悔信，心里同样沉甸

甸的。

  南阳中院院长秦德平动情地说：“从心理干

预到社会调查，从基地帮教到前科封存，少审庭

法官们用慈母般的柔情呼唤迷途少年，他们用医

者般的仁心呵护每一个失格心灵，他们用司法启

蒙扣好人生第一粒纽扣，他们用少审法官的责任

与爱心，护航未成年人走向崭新的未来。”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谢谢检察官给我们孩子一个机会，真是太感谢了，

不然的话这孩子的将来怎么办才好。”今年高考结束后，

几位家长围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激动

地说。

  这要从一起团伙盗窃案说起。一段时间，勉县县城连

续接到摩托车被盗报案，公安机关很快侦破案件，发现该

起团伙作案有未成年人参与，就将案件移送给检察院未

检办案部门。3名参与作案的未成年人均是高三学生，承

办检察官梳理案件时发现这3名学生在案件中作用较小，

且具备帮教条件，便依法对他们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并制定了具体的考察方案，开展精准帮教。

  最终，这3名学生不但全部通过考察，还顺利考入大

学，开启了新的人生。

建立保护未成年人长效机制

  “学校的老师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对自己的学生下

手，这以后出来如果再回学校岂不是很危险？”在办理一

起小学教师猥亵女学生案件时，有人提出了疑问。为此，

汉中检察机关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向法院提出了从业

禁止建议，最终该被告人被依法判处刑罚，并被禁止从事

教师职业5年。

  近年来，汉中检察机关在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积极探索保护未成年人的长效机

制，为未成年人筑起一道安全“防火墙”。

  “是检察院吗？我们是妇联工作人员。我们今天在下乡

走访留守儿童过程中，发现有女童疑似被侵害，希望你们介

入调查。”接到这个紧急电话，汉中检察院检察官迅速行动，

第一时间联系辖区公安机关，同步介入指导侦查，很快发现

家族长辈性侵一名留守智力残障女童的犯罪事实。

  案件办结后，未检检察官们的工作依然在延伸，未成年

人群体被发现疑似受侵害时，谁来保护？怎样才能及时报

告？如何才能更好做到事前预防？于是，今年2月，汉中市检

察院联合市监察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

局、市卫健委、市妇联、团市委会签了陕西省首家市级层面

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细则。细则明确、细化了

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时，相关单位的职责分工、报告

途径、处置流程、组织保障、衔接配合等内容。

  实施细则出台后，汉中市检察院根据强制报告内容

联合市公安局制作《检警提示》，统一在全市社区、学校、

医院、诊所、酒店、KTV、网吧、校外辅导机构等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场所张贴和现场宣讲。

  截至目前，汉中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侵害未成年人线索5条，转

为刑事立案查处两起，联合公安机关开展训诫谈话3起，新机制切实增强

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线索发现和查处能力。

多措并举帮教挽救未成年人

  犯罪嫌疑人马某某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微信谎称自己有大量口罩

货源，欺骗受害人向其微信转款3000元后将受害人微信删除，后马某某被

侦查机关抓获。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鉴于马某某系在校学生，不但为

他提供法律援助，还认真听取其父母和援助律师意见，最终一致认为，马

某某家庭帮教条件较好，具有悔罪表现，对马某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在对马某某的考验期内，汉中检察机关开展了线上跟踪考察帮教，运

用电话、微信、远程视频等手段，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确保涉疫案件办理

质量。

  在疫情防控期间，汉中检察机关还针对学生在家进行网课学习的情

况，开辟了线上“法治云课堂”，采用网络直播、录播等方式为学生送去线

上法治课，拓展了普法受众，大大提高了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自护意识。

  “未成年被害人由于身心特点，在遭受伤害后往往更加敏感、脆弱，特

别是遭受性侵害的被害人。”汉中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未检办主

任田方介绍，为了避免因为办案取证需要，多机构多人次反复询问相关案

情，刺激被害人的敏感区域，汉中检察院积极推进未成年人“一站式”办案

工作区建设，先后在市县检察院办公区或辖区医院建成7所环境温馨，集

取证问询、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救助工作

区。同时积极与当地公安、法院、妇联、医疗卫生等部门会商建立“一站式”

工作机制，让整个办案工作联动高效，一次性完成，更好地保障未成年被

害人隐私和身心健康。

  据了解，在日常案件办理中，汉中市检察机关还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司

法救助。2018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司法救助未成年人52人，发放司法

救助金51.5万元。

  在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近亲属仅剩下一名老人和一名未成年

人，生活难以为继。汉中检察机关迅速联系相关方面人员座谈共商救助措

施。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不仅为该家庭争取到3.8万元司法救助金，还为未

成年人申请到学费减免、饮食补助和困难救助金等，此举在当地被传为

佳话。

“三个三”拓展未检途径

  今年，以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围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汉中检察机关在全市统一部署开展了以“护航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为主题的“三百、三进、三一”活动，简称“三个三”活动。

  “三百”是指选派一百名检察干警深入百所以上中小学校，宣讲百场

以上未成年人保护法治教育课，满足未成年人学法懂法用法需求，提升学

校教职员工法治教育水平。“三进”是指组织检察干警“进学校、进村居、进

家庭”，以校园及周边安全大排查为重点，走访城乡社区、村落，深入留守

儿童、困境儿童家庭了解学生就学和生活困境，关注问题家庭学生心理健

康，实施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和亲职教育，用以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突出问题。“三一”是指组织一次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题的“检察开放

日”活动，举办一场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新闻发布会”，组建一支专

业化、多元化的“法律服务队”，用以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

  据统计，自今年4月初活动开展以来，汉中检察机关共选派127名法治

副校长，其中包括市县两级院12名检察长、21名副检察长、11名党组成员、

10名检委会专职委员，实现了全市两级检察机关院领导、未检部门检察官

担任辖区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法治副校长们进校园、进社区开展宣讲活动，组织模拟法庭，编演防

欺凌校园情景剧，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大检查，还组建了两支专业化心理

辅导团队。百余场各类活动的受众包括中小学师生、家长、社区干部和群

众近两万人。

  与此同时，汉中市检察院未检部门联合公益诉讼部门在全市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中小学校园、幼儿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活动，联合公

安、教育、工商、城管有关人员走访53所学校，摸排校园周边副食店、超市

等经营场所160余家，发现问题立即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街道办等行政机

关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8件，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整改，均得到主管单位

的回复、采纳，有效维护了校园周边环境安全。

  “近年来，汉中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坚持创新驱动，

积极探索实践，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市两级

检察机关将继续积极探索加强未成年人全方位司法保护、促进未成年人

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新思路新举措，持续打造未成年人汉中检察工作

品牌。”汉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惠春霞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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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叔叔阿姨，
是你们改写了我的人生

给青春画一个法律圈

  青春，一个洋溢着美好的词汇，下至青葱

少年上至耄耋老人，都会对青春充满向往和

怀念。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打交道，是与青春

直接对话。从一名普通检察官到成为一名未成

年人检察官，我用了12年。

  2019年，我成为一名未成年人检察官，与普

通刑事案件相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最大的一个

特点就是围绕案件做发散思维，以案件为引子，

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意识，而到学校开展法治宣传

成为必修课。

  2019年12月，我成为了一所小学的法治副校

长，那天恰是国家宪法日，在庄严的国旗下，我为

学生们送去了第一堂法治课。此后，我在幼儿园和

孩子们用绘本学法律、在小学和孩子们用法治情景

剧懂法律、在初中高中用办理的案例与学生交流，反

思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和解决方式，逐渐成长为一

名“法律园丁”。

  校园法治宣传，有两点必须做到才能真正让孩子听

得进去：一要贴近实际，针对每个年龄层的学生身心发育

程度选择精准普法的内容和角度，从学生交友、校园欺

凌、校园类诈骗案件等切入点，努力让学生有共鸣。二要

生动有趣，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法律知识，用视频、

语音、多媒体、生活案例传递法律理念。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提升校园普法精准性，

今年4月，我们在走访无锡某中等职业学校时，得知学校

急需多角度法律宣讲后，围绕学校所需的普法诉求，牵头

公安、法院、律师协会组成公检法律联合宣讲团，分别从

不同角度用实际案例故事，讲述与之相关的法律知识，在

场的300余名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在联合普法的首次尝试后，我们围绕新修订的未成

年人保护法中关于家庭、学校的条款，专门录制面向学生

家长的法治课堂视频课程，在无锡网上家长学堂播放；预

防暑期溺水事件发生，邀请无锡蓝天救援队为学生开展

防溺水体验教育，让学生在互动中掌握安全技能……

  青春的光彩，需要绽放在一个自由安全的法律圈里，

才显得更加绚烂。作为“法律园丁”，我今后还将继续致力

于校园普法工作，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杨帅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整理

  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人

民法院法官陈英为我们带来

一堂法治课——— 预防校园欺

凌。“不要做沉默的羔羊！”听着

陈法官痛心又严肃的呼吁，我禁

不住认真思考。

  校园本该是一方净土，是我

们学习文化知识、度过美好青春的

殿堂，但当欺凌闯入校园，所有的

美好都被打破。大屏幕上的校园欺

凌案件深深刺痛了所有人的心，我无

法想象如果这发生在我的身上会是

怎样的绝望，可脑海里却不由自主蹦

出来这样的画面：我紧紧缩在角落，对

面的人是那么的高大，我想努力看清他

们的脸，可看到的却是狼人面具，他们开

始嘲笑我，嘴里不断吐出一串串恶毒的

词汇，我躲藏着，可他们变本加厉，开始推

搡起来，一双双手落在我颤抖的身上，我

再也无法忍受，想努力站起来，鼓起勇气反

抗，可余光里的画面让我心灰意冷，原来在

旁边还有一群人，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

切，似乎在默许这场恶行，他们看我的眼神是

那么冰冷，好像看不见我饱含泪水的目光，终

于，我还是退缩了，手慢慢地缩了回来，再也不

敢迈出一步。

  睁开眼，手心里早已被汗浸湿。此时我才

深感，对被欺凌人造成伤害的，不仅有施暴者，

还有旁观者的沉默。

  就像法官所言，校园欺凌的防控绝不仅仅

需要被欺凌人发声，也需要旁观者的行动，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当旁观者不再“旁观”，发

现霸凌行为及时上前制止，就能避免更多悲剧

的发生；当被欺凌者不再沉默，勇敢地站出来

发声，让施暴者付出代价，主动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更多人免于遭受欺凌；当

施暴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终将受到

法律的严惩，美好前途被自己亲手断送，也会有

所警醒，不敢为之；当家长老师和孩子多沟通多

交流，引导孩子积极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教

育孩子学会保护自己，同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护

孩子不受欺凌……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

让美好的校园不再被欺凌的阴霾笼罩，让所有

的青少年都能心怀暖阳，向光而生。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高一7班 王美贻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整理

不要做沉默的羔羊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刘鹏程 王妃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需要检察机

关、学校、家长、社会各界一起配合，通

力合作……”近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

县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丁丰为该县中

小学分管德育副校长、政教处主任这

些特别的“学生”们，送去一场法治教

育讲座。

  “法治教育不仅要有针对性地提

高未成年人的法治思维，也要加强学

校管理人员的法治教育观念，才能让

法真正走进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缙

云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德清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近年来，缙云县

检察院把未成年人特殊司法保护理念

贯穿于检察工作始终，积极探索建立

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扶体系，全方位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呵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精准帮扶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检察官姐姐，我来给你报个喜，

我要去上大学了。”2017年8月28日，小

李来到缙云县检察院找到未检部的检

察官，满脸笑容递上刚收到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

  2017年初，缙云县检察院未检部

承办了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故意伤害

案，小李正是涉案当事人。当时，小李

看见他人在校园内争吵并扭打，便上

前拉架，而被害人小张误以为小李是

对方的人，就推搡小李。小李认为对方

很嚣张，一拳打在小张的鼻梁上。经鉴

定，小张轻伤二级。

  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小李还有半年就要参

加高考，目前正处在冲刺关键期。如果“一诉

了之”，不仅无法化解两个家庭的矛盾，还会

对小李的学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多次的

交谈终于解开了小张妈妈心中的郁结，促成

了和解。同时，为帮助小李走出心理阴影，全

力迎接高考，承办检察官走访其就读的学校，

了解小李日常表现等情况，专门制定了帮教

计划。经过一系列的帮教，效果良好，经该院

检委会讨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早在2016年，缙云县检察院联合该县关

工委、团县委共建了丽水市首家“未成年人观

护帮教基地”，由企业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合

适的工作岗位和技能培训，共同帮助他们重

新回归社会。2017年，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

涉罪未成年人，该院在县职业中专成立“未成

年人心理观护工作室”，同年，该院成立“爱·

相随——— 青岚工作室”。截至目前，共成功帮

扶涉罪未成年人61人，心理疏导35人，帮助考

上大学8人，帮助就业15人。

公益诉讼 把好孩子们“入口”关

  2018年7月，由缙云县检察院提起的被告

人陈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在缙云县壶滨中

学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全部诉讼请求获法院

支持。据悉，这是浙江省涉未成年人食品安全领域首例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也是缙云县检察院首次适用十倍损害赔

偿金请求。该案不仅获评浙江省检察机关涉未诉讼监督精品

案例，还被最高检写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

2019）》。

  2019年6月，针对某母婴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婴

幼儿配方奶粉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院向丽水

市中院提起涉未成年人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缙

云县检察院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些案件的办理得益于缙云县检察院建立的涉未

成年人公益诉讼“1+X”工作模式，即确保每个涉未成年

人公益诉讼案除一名未检办案检察官，还配备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等领域办案人员。同时，加强与行政执法

部门联动，形成横向协助、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进一

步扩大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朋友圈”和专业度。

  此外，缙云县检察院还致力于未成年人公共利

益修复工作。2019年2月，缙云县检察院在该县壶滨

中学以“牛奶+苹果”营养餐形式，向在校所有学生

兑付了浙江省首笔公益损害赔偿金两万元。2020

年6月，该院联合县财政局出台《涉未食品安全领

域公益损害赔偿金管理办法》，向33名社会散居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兑付公益损害赔偿金

近两万元，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聚焦盲区 合力净化不良文化

  “这本书是学校推荐的小学生必读书

目，我给孩子买了一整套，还好你们检察机

关对这些书进行监督了。”购买了不良教辅

读物的家长告诉检察官。

  2020年6月，缙云县检察院接到举报

称，市场上有宣扬自杀的不良教辅读物

销售。经调查核实，某书店在售的《藏在

口袋里的爸爸》《淘气包马小跳（漫画

升级版）》中有关于自杀方式的描写。

因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是非观还

未成型，这些自杀方式的描写极易引起未

成年人模仿，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身心

健康，缙云县检察院依法向县教育局、县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出检察建议，

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并开展专项整

治。同时，该院还会同县委宣传部、县

“扫黄打非”办常态化召开联席会议，

共同整治销售不良教辅读物行为。

  今年六一前夕，缙云县检察院联

合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团县委等

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3年

来该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因不合理

使用手机致使犯罪、受到侵害、

“手机成瘾”等情况，共同倡议

“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司法”联动，让手机回归通信和

必要的信息知识查询功能，防

止未成年人不合理使用手机，

共同促使“让手机在孩子们

那里更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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