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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证会前，一名政协委员向我走来，

大老远就打招呼：“我认识你，你是上次

去团风县思源实验学校讲课的检察官，

你的法治课讲得很不错！回去我讲给老

年大学的学生听，他们都很感兴趣，回家

又讲给了我的孙子听。”

　　我很惊讶，一堂讲给学生们的法治

课，竟将知识传递到了老年大学！我深深

感受到了法治课的辐射效应，不仅作用

于听课的人，还作用于他们的关系网，这

坚定了我讲好法治课的信心。

　　每次进校园讲法治课前，我总是思

忖良多，如何将法言法语变得生动有趣，

如何让法律知识入耳入心……我通过学

校老师了解授课对象的年龄、性格和接

受的法律知识程度，确定授课题目，撰写

讲课稿，钻研授课技巧，制作孩子们喜欢

的幻灯片，在网上搜索孩子们感兴趣的

词汇和话题来拉近彼此距离。为合理安

排授课时间，我进行多次演练，争取将课

前工作做到百无一漏。

　　然而，在一次给小学三年级孩子授

课前，当我穿着检察制服走近孩子们，一

名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好奇地问：“你是

警察吗？”我告诉她我是来自检察院的检

察官。周围几名学生也围着我叽叽喳喳

地开问：“检察院是检查身体的吗？”“检

察官是什么官？”“你是来抓坏人的

吗？”……

　　我意识到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检察机

关权威的重要性。于是这堂课上，我让他

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职业，让他们知道我们不仅是法律

知识的宣讲者，更是他们成长路上的保护者。

　　2018年，一堂“法治进校园”宣讲课后，我们接到一名女

中学生的匿名信，她的网友骗取了她的裸照，并以此要挟意

图不轨，她不知如何是好。听了我们“法治进校园”宣讲课

后，她学会了如何拒绝性侵害，知道遇到此类事件可以向检

察机关未检部门反映。因为这个案件线索，我们在打击性侵

害犯罪的同时制发了检察建议，送往教育部门，做到办理一

案，治理一片。

　　事实证明，法治课上一个小知识，都可能起到保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的大作用。正如这起性侵案，如果没有我们的

法治巡讲全覆盖，这名女中学生也许就不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如何寻求救助。我想，检察院的未检工作除了打击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高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意识，拓宽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渠道。

　　一次法治课结束后，教务处老师告诉我，孩子们最喜欢

听这样的课，觉得有趣味。确实，我们用生动的案例、诙谐的

语言，讲述关乎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法律知识，谁不喜欢呢？

　　近年来，我们的“法治进校园”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称赞。作为一名“法治进校园”宣讲员，我感到很骄

傲，这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检察

机关职责所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湖北省团风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 陈一方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整理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钟华 曹朱崟

　　

　　“感谢检察院，让我从20多年的挣扎中解脱出来。2021

年冬天，是我人生中最有纪念意义的季节。”

　　前不久，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东林

收到了桐乡阿伟（化名）的回信。得益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在距离阿伟首次来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省

检察院三级联动，成功卸下了他背负21年的心理包袱。

　　因中考发挥失常，年轻的阿伟选择在家自学，来年再

战。也正是这期间，他结交了一些“好朋友”，犯下了人生中

难以承受的错误。2000年5月，时年16周岁的阿伟跟随他人

抢劫三轮车夫40元，以抢劫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1000元。

　　“然而看不见的结果一直伴随着我和我的家庭。”阿伟

表示，这段经历犹如一根扎入他内心的刺，不时刺痛着他，

成为他人生挥之不去的“污点”。

　　2021年11月下旬，在得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后，他致信省检察院求助。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增

设的制度，阿伟的犯罪行为发生在2000年，能否适用？

　　“2019年出台的《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

法》，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追溯封存，即2012年以前

符合条件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也应当封存。”浙江省

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王亮表示，针对阿伟的诉求，需要

重点核实两大内容，一是确认犯罪时是否未满18周岁，被判

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二是确认是否存在新罪或漏罪，

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格控制知情范围，该案交

由嘉兴市检察院和桐乡市检察院专人办理。经翻阅卷宗、查

询犯罪记录确定，阿伟符合封存条件且不存在解封情形。

2021年11月26日上午，桐乡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陆明敏

前往桐乡市法院沟通该情况，法院开具封存决定书，司法机

关均在阿伟的卷宗上加盖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章。

　　至此，阿伟背负了21年的心理包袱终于卸下。当天下

午，阿伟赶赴桐乡市检察院，当面向承办检察官了解具体情

况并致谢。

卸下背负21年的包袱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雒呈瑞 梅聃颖

　　

　　2021年8月，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官孔瑶婷接到喜讯，由她办理的一起高中生聚众

斗殴案件的3名当事人都考取了大学，其中当事人之

一田某还被一所双一流大学录取。

　　作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先行者，从2019

年9月至2021年9月，南京两级检察机关共对365名未

成年人适用该制度，适用率逐年攀升并在2020年达

到59%。截至目前，除了1人因违反考察监管规定被撤

销附条件不起诉，364名失足未成年人无一人再次违

法犯罪。

一场斗殴三人闯祸

　　2020年，正在读高中的田某与汤某、史某在网络

上发生口角，把怒火蔓延到现实生活中，在斗殴过程

中，田某下手过重导致一人失聪。闯了祸的3人冷静

下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根据法医鉴定，受

害人伤势已构成重伤。

　　面对3名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中生，高淳区检察院

邀请公安机关、法院和教育局共同会商，了解到3人

属于初犯、偶犯，在校表现好、认罪态度好，决定组成

调解小组开展工作，促使双方达成刑事和解。而对于

致人重伤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田某，检察机关综

合全案事实、社会调查情况以及犯罪后表现，并经

《社会调查与评估手册》评估，确定对他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制度。

　　不起诉宣告决定作出的同时，高淳区检察院就

确立了“稳定学业、圆梦大学”的帮教目标，联合班主

任、家长、心理咨询师成立考察帮教小组，共同制定

复习计划，并关注他们心理动态，避免负面压力传

导。在当年的高考中，3名学生不仅顺利考取大学，高

考后还积极参加社区法治宣传、投身防疫一线。

　　“对于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我们要审慎

采取严厉的强制措施，最大限度予以教育、感化、挽

救，帮助他们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徐莉表示，为了便于准确推行附

条件不起诉工作的开展，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

联合南京大学研究制定了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

与评估手册》，包括11方面98个问题，可以直观显示

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后的风险评估结论，由此

向全市推广。

细化要求统一尺度

　　为细化落实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要求，南京市检

察院结合地区案件特点，持续更新理念，创新制定了

《未检案件诉前报告制度》《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罪名

标准》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全市所有未成年人犯罪

起诉案件必须报市院审查，通过市院指导、两级把

关，保障符合条件的案件“应做、尽做、不漏做”。同时

就罪名和情节认定在全市统一尺度，构建规范化、全

流程的制度运行模式，严把附条件不起诉“入口关”，

确保附条件不起诉工作路径不跑偏。

　　“在办案实践中，办案人员常常对涉罪未成年人

诉与不诉举棋不定，关键原因就是对涉罪未成年人的

再犯风险性及矫治可能性难以衡量。”徐莉告诉《法治

日报》记者，附条件不起诉工作存在程序繁琐、工作量

大、考验期长、跟踪帮教苦、被害人申诉、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脱逃、再犯风险等一系列影响制度适用的客观

因素，尤其是异地帮教，但是南京未检部门并没有因

讼累的增加、可能出现矫治的失败而收紧“口子”。

　　2019年，16岁的汪某偷了路边店面近5000元。在

不公开听证后，办案检察官确认他符合附条件不起

诉的适用条件。但汪某家在西北偏远农村，父母年收

入仅两万余元，从西北到南京往返路费对他的家庭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多方探讨论证后，根据南京

市检察院制定的《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异地协作

实施办法》，办案检察官联系了汪某老家所在地检察

院，开展跨省帮教考察。在两院帮教团队的长期系统

帮教下，汪某不仅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在当地

电力部门找了一份工作，主动承担起家庭责任。

　　“当事人身处异地、距离太远，不仅面临脱逃的

风险，也给跟踪帮教造成很大的困难。”徐莉介绍，为

完善帮教制度，南京市检察院制定了《附条件不起诉

考察帮教异地协作实施办法》，有效化解了非宁籍涉

罪未成年人的帮教管控难题，也为进一步探索完善

流动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积累了经验。

　　近3年来，全市共对53名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

人采用异地帮教考察，其中40名顺利复学就业复工，

最大限度避免羁押给涉案未成年人带来的“交叉感

染”和标签效应。

“外包服务”多方借力

　　“王检察官，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现

在正在爸爸的理发店当学徒，想要尽快成为一名合

格的理发师，以后参加给老年人理发的公益活动。”

看着林某如今笑容不断的面庞，玄武区检察院的干

警不禁感慨万分。

　　林某涉罪时年仅16岁，当时的他吃霸王餐、洗霸

王澡，最后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玄武区检

察院受理案件后，调查显示由于缺少家庭关爱和有

效教导，林某中学辍学，在所谓“社会朋友”的唆使下

一步步走上了犯罪之路。办案检察官通过公益法律

服务中心的社会调查和风险评估，结合林某的认罪

态度，从最大限度挽救教育的角度出发，对他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们以社区的向阳花

工作室作为基地，把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心理疏

导、亲职教育等事务，整体外包给以公益律师、社工、

专家、志愿者为主体的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玄武区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王洁介绍。

　　据了解，为了让检察官能专注于办案，玄武区检

察院专门制作帮教《外包手册》，精准开展事前需求

评估、全程帮教服务效果评估，并按服务时间节点细

化各项服务项目要求。比如，利用社区和社会组织的

各项公益活动和项目，让罪错未成年人以志愿者的

身份参加各项公益活动200余人次，增强帮教对象的

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只是第一步，如何进一步帮

教、让孩子顺利回归社会，才是一切工作的重点。

　　据介绍，为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尽早回归社会，推

进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南京市检察院与市妇联联合

印发《关于建立妇女儿童权益联动保护工作机制的

实施细则》等文件，命名南京市首批13家亲职教育基

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215人，改善家庭亲子关系，助

力附条件不起诉中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监管条件的

优化。

　　同时，南京市检察院与省内唯一一所专门学校

合作，签订《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

的合作协议》，探索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合

作衔接机制，截至目前已将4名罪错未成年人送入该

校接受矫治。

漫画/高岳  

 南京364名涉罪未成年人无一再犯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杨青烨

　　

　　近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名

孩子的父母亲进行了家庭教育指导。为了一

名8岁孩子的上学问题，该院发出了自今年1

月1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以来的重庆法

院首张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

　　小月的父母因为各种矛盾，在其尚未出

生时便已分开。多年来，小月一直跟随母亲

朱某生活，直到她8岁多，却因为种种原因一

直没能上学。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小月的父

亲王某将朱某告上法庭，要求朱某送女儿

上学。

　　法庭上，朱某辩称，小月虽然没有走进校

园，但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通过请家教一对

一、一对多的学习，小月在钢琴、游泳、画画、

语文、数学等课程方面都有涉猎。在朱某看

来，孩子完全可以不用到学校上学。一审法院

依法作出判决：朱某配合办理小月义务教育

入学手续并送小月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朱某

不服，上诉至重庆一中法院。

　　重庆一中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义务教

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均应当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是其享有的权利，也是

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父母送适龄儿童入学

接受义务教育，是应当履行的法定监护职责，

任何人都不得违反。且义务教育的目的在于

使未成年人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

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不能用其

他形式的教育替代义务教育。

　　据此，重庆一中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未成年人

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的，根

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

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为了能够使小月顺利入学，重庆一中法

院联合教委、检察院、妇联等6家单位为朱某

和王某组织家庭教育指导暨沟通协调会。法

官针对朱某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对其

进行了训诫，并向其送达《责令接受家庭教育

指导令》，责令朱某依法履行好监护职责，尽

快送孩子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法院专门请来

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从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学校教育的优势以及对孩子成长的帮助

等多个方面，结合小月的具体情况，对朱某进

行了详细讲解。当地教育部门和对口学校，就

小月的择校、学籍等问题，回答了朱某的疑

问，并给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发

出后，朱某已给孩子办理了就近学校的入学

手续。

　　重庆一中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一

直注重提升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水平。为

更好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新时代未

成年人审判工作，该院与市检一分院联合出

台《关于建立法检联动未成年人保护协作机

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与检察机关的

协作配合，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出

台《关于建立预防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工

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加强人身安全

保护令实施力度，保护未成年人远离家庭暴

力；辖区两级法院积极开展以“一个小公民

法律课堂”“一支法治教育队伍”“一套法治

教育标准课件”“一间法治教育工作室”为核

心的“‘四个一’建设”，打造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科学规范的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

和法治教育工作机制，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同时，该院注重通过司法建议，联合

相关部门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本案审理过程中，市一中法院就涉及未

成年人义务教育问题向市教委、两江新区教

育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得到积极回应。最终，

在市一中法院的积极推动下，七家单位通力

协作，迅速解决落实了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

务教育的问题。

8岁女儿还没上学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郭玉强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

拉玛依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

件时，针对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的情况，发

出了家庭教育令。这是自今年1月1日起家庭

教育促进法施行后，新疆全区法院发出的首

份家庭教育令。

　　克拉玛依区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查明，卢

某某与薛某某因夫妻感情破裂于2009年协议

离婚，协议原告婚生子卢小某由父亲卢某某直

接抚养，被告母亲薛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

元。但自原告父母离婚后，被告薛某某长达12

年未向原告卢小某支付过抚养费。12年里，卢

小某也未见到过母亲薛某某。两名义务履行人

均怠于履行对婚生子的家庭教育职责，忽视了

被监护人卢小某的心理、情感需求。

　　由于原告卢小某系未成年人，由卢某某

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法庭上，被

告薛某某称，未支付抚养费是因为自己身体

有病、探望原告遇阻等。

　　法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

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

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

女仍具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未

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

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

者怠于履行。

　　鉴于卢小某父母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

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都对卢小某的生

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有忽视，为进一步督促

薛某某履行其作为母亲的抚养照顾义务和监

护职责，法庭对两义务履行人开展调解工作

时，向卢某某和薛某某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并向薛

某某发出家庭教育令，并责令两义务履行人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家庭教育令裁定，卢小某12年未见到母

亲薛某某，加之卢小某目前年龄正处于青春

期，责令薛某某应当从孩子的生理、心理发展

状况和情感需求出发，按照履行支付抚养费

的义务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探

望婚生子；卢某某应协助薛某某探望孩子，在

不影响孩子正常学习、生活的情况下，保障薛

某某探望孩子的权利正常行使，便于薛某某

作为母亲及时了解孩子的成长情况和心理状

况，并对孩子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行为习

惯等方面进行培育、引导，保障孩子的健康成

长。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在裁定失效前，

义务履行人及密切接触卢小某的人员和单

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撤销、变更或者延长家庭教育令；如义务履行

人违反裁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理该案的法官于旭梅说，家庭是孩子

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

子的言行举止、思想健康的养成都受到父母

的熏陶和感染，家庭教育对孩子健康成长所

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

施，不仅可以教育和引导家长家庭教育是什

么、要怎么做，更明确了国家、社会等为家庭

教育提供的指导、支持和服务。

孩子12年见不到妈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胡荧彬

　　

　　“不贪小利，就不容易被骗。”“出行

一定记得红灯停绿灯行。”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在

各学校寒假前，组织“四校长”(精选干

部民警担任中小学法制、禁毒、交通和

消防校长)携反诈、禁毒志愿者走进各

校园，举办寒假护安益课堂活动，讲授

防骗、防毒、交通等安全知识，为学生平

安过寒假保驾护航。

　　“人物（陌生人）+沟通工具（见不到

真人）+要求（汇款、转账）=诈骗”，现场

课堂上，反诈志愿者首先为同学们带来

防骗贴士———“防骗公式”。据介绍，“防

骗公式”是由反诈民警结合各类诈骗案

件总结而来，虽然简短，但都是精髓。反

诈志愿者结合“防骗公式”，通过趣味提

问的方式，向同学们讲解了各类常见的

诈骗手法，尤其对在学生群体中出现较

多的刷单、游戏充值、虚拟游戏装备买

卖等诈骗案件类型，更是进行了深入的

讲解。

　　反诈志愿者反复提醒大家，一旦遇

到“巨额优惠”、要求先转账资金后发

货、返还金额明显比充值金额高等情形

时，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再三确认真伪，

绝不能轻易转账付款。

　　除了教授反诈知识，禅城公安“四

校长”还开展了出行交通安全、居家防

盗防火等安全知识的宣讲，并由法治校

长和禁毒志愿者向同学们介绍禁毒模

型，讲授各类毒品的特性和拒毒、防毒

相关知识。

　　“我有时玩游戏，但不会相信那些

有很大优惠的小广告。”六年级的王同

学表示，自己从“四校长”护安益课堂上

了解到多种诈骗手法，也学会了防范措

施，如果遇到骗局一定能识破，“回家后

要告诉爸妈，让他们也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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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安全教育课上，孩子们在认识毒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