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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小翔（化名）
整理：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鲍欢

今年 9 月 4 日，是新学期的开始，也是我新
人生的开始。我曾因一时糊涂，犯下了大错。幸
运的是在检察官的教育帮助下，我重返校园，还
实现了大学梦。

2019 年，由于中考失利，我满怀不甘地上了
一所职业高中。高中三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通
过努力学习考入心仪的大学。为此，我埋头苦
读，一直是班里的优秀学生。然而，生活在 2022
年暑假偏离了轨道。

2022年暑假期间，小刘（化名）等几个初中同
学联系上我，经常约我一起看电影、打游戏，长期
紧张的学习让我十分疲惫，父母也支持我在不影
响学习的情况下多和同龄人交往。于是，我们相
约得越来越频繁。

2022年 8月的一天，小刘预谋“擂肥”（武汉方
言，指通过恐吓、威胁等手段非法获取他人钱财）
他人的新手机，我被迫参与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
后，我既后悔又害怕，如实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
实，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取得他的谅解。

今年 1 月，我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抢劫罪移送
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段时
间是我最迷茫、最灰暗的时候，我无心学习、无
颜面对父母，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浑噩度日。

第一次与办案检察官交谈时，我难忍眼泪，
请求她给我一个参加高考的机会。办案检察官
递上纸巾，轻抚我的肩膀，表示检察机关一定会
作出对我负责的处理。

随后，办案检察官对我展开了社会调查，进
一步了解我的平时表现。在与我的同学、老师和
家人交谈后，办案检察官认为案发时我具有坦
白、认罪认罚、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还是一
名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没有违法犯罪前
科和劣迹，此次犯罪的原因在于缺少有效管护，
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随后，检察机关依法
对我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设置 9 个月的考
验期。

转眼间，6月就要高考了，而我的考验期还未
结束，这会不会影响我参加高考？针对我的疑问，
办案检察官向我和父母详细讲解了附条件不起
诉考验期满后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规
定，让我安心高考，努力为自己的梦想拼搏。

放下心理包袱后，我重拾信心，全力为高考
冲刺。得知自己被大学录取后，我第一时间将这
个好消息分享给办案检察官。

在等待上大学的日子里，我也没有闲着。按
照办案检察官给我定制的帮教方案，我积极参
与法律知识教育和心理疏导，还在超市兼职，学
车考驾照，把暑期生活安排得既充实又有意义。

回想起这一年，非常感谢检察官为迷茫的
我 点 亮 一 盏 明
灯。今后我一定
向阳而行，不负
前程！

大学梦实现了

□本报通讯员 任维 杨涛

“听说专门学校的矫治教育效果很
好，如果可以，希望我的小孩能到专门学
校去学习，请老师和检察官帮忙支支招，
我们实在是教育不下去了……”近日，贵
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

理小伟等人涉嫌聚众斗殴案件中依法听
取法定代理人意见时，小伟的母亲提出
了这一请求。

随 着 我 国 建 设 专 门 学 校 的 力 度 加
强，专门矫治教育进入不断探索发展时
期，专门教育和专门矫治教育逐渐成为
未成年人临界预防、犯罪预防的重要举
措。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调研数

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全国共有专门
学校 110 余所，其中贵州省有 30 余所专
门学校。玉屏县所在的铜仁市检察机关
依托贵州省专门学校数量在全国占比较
高的优势，结合办案实际，对数字检察如
何助力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体系建设
和专门矫治教育作了积极的尝试探索，
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

救助那些走在“悬崖边”的孩子
贵州铜仁：数字检察助推专门矫治教育专业化

“你好，请问是小罗的父亲吗？小罗
涉嫌盗窃罪，我们要依法对他进行讯问，
你作为法定代理人应到场参与。”

“这个孩子，我是太失望了，以后他
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们……”

2022 年 11 月，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
治县检察院检察官在办理小罗涉嫌盗窃
案时，发现小罗家比较富裕，但在这次盗
窃行为之前，他还有多次盗窃行为。当承
办检察官通知小罗的父亲时，他直接表
示不再想管小罗的事情。

经全面开展社会调查和心理疏导，
承办检察官了解到小罗盗窃的目的并不
是获得钱物，而是想通过实施盗窃，对父
母离异后长期不能陪伴在自己身边以及
父亲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进行“报复”。

因小罗刚刚年满 16 周岁，盗窃金额
较小，自愿认罪认罚且取得被害人谅解，
沿河县检察院依法对小罗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针对小罗的自身情况，该院联
系到当地教育部门，通过专门教育委员
会评估，让小罗进入一所专门学校就读。

在专门学校期间，班主任与检察官
针对小罗的心理情况，制定专门的矫治
教育方案，定期与其对话交流。同时，检
察机关还联合妇联对小罗的父母开展家
庭教育指导。三个月后，小罗提到父母时
不再有恨，而是满眼含泪，对他曾经的行
为感到十分后悔。小罗的父母也意识到
了以往教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

“爸爸，我没有体谅你的不易，还经
常讲气话，我做那些错事，主要是想引起
你对我的关注。我知道错了，以后你能不
能多抽些时间陪陪我？”

“我以前只管给你钱，觉得让你不缺
钱用就是对你的关心，忽略了对你的陪
伴，我管你的方式也不对……”

这是专门学校里的一次亲情会见，
小罗父子终于打开心结。

6 个月后，经过结业评估，小罗从专
门学校毕业，考入职业学校继续上学，父
子关系也回归正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
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
专门矫治教育。”作为罪错未成年人分级
处遇制度的关键一环，专门矫治教育纳
入立法的初衷，是及时挽救那些走在违
法犯罪“悬崖边”的孩子。而小罗涉嫌盗
窃罪一案，正是铜川市检察机关联合专
门学校助力专门矫治教育的一个缩影。

为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铜
仁市检察院牵头成立调研组，对全市严
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涉罪未成年人情
况和专门教育情况开展调研，发现教育
部门与办案机关对在校学生严重不良行
为情况和涉罪信息不互通，一些本应及
时得到关注的临界未成年人，没有得到
及时的关注和教育。同时，各专门学校在
入学审核、学生管理以及结业评估等方
面标准不一，教育质量、矫治效果也存在
参差不齐等问题。

贵州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王东
丽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铜仁市检察
院从未成年人刑事个案入手开展类案调
研，发现目前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对罪
错未成年人分级分类预防矫治尚无具体
的实施细则，实际操作存在一定障碍。

找准切口，以小见大

“被告经营的酒吧违法招用、接纳未
成年人，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我们在
要求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建议相
关单位携手，共同构建良好的未成年人
成长环境……”2023 年 6 月 1 日，铜仁市
检察院联合该市中级法院举办未成年人
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公开庭审观摩活动。
法庭上，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
就起诉的被告违法行为出庭发表意见并
现场开展警示教育，诉请事项获法院全
部采纳。

而此案线索正是铜仁市检察机关在
办案中发现，借助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
模型提起的贵州省首例涉酒吧领域未成
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察官通过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模
型比对数据，发现较多严重不良行为未
成年人存在抽烟和进入酒吧、KTV 等不
适宜未成年人进入场所的行为，部分义
务教育阶段未成年人有辍学现象。为有
效净化社会环境，铜仁市检察机关针对
专门教育工作中的堵点、学校在控辍保
学方面履职不力的问题、不适宜未成年
人进入的活动场所长期违法接纳多名未
成年人问题等，及时开展公益诉讼专项
监督行动，通过模型筛查出相关场所多
次违法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公益诉讼监
督线索 48 条，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职行为
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34 件，制发诉前
检察建议 11 份；对发现的失学辍学线索
837 条，通过人工核查已立案办理 6 件涉
控辍保学公益诉讼案件，制发诉前检察
建议 4份。

“我的孩子已经从专门学校结业了，
他之前的学籍在外地，现在我们希望他
能在家这边的学校上初三，不知道是不
是因为学籍问题，我们在这边学校报不

了名，能不能帮帮我们？”2023 年 8 月 25
日，未成年人小宇的父亲给铜仁市万山
区检察院检察官打来电话寻求帮助。小
宇是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模型发现的严
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在专门学校接受
教育后，表现优秀已经结业。根据专门教
育相关规定，接受专门教育结业的学生，
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原则上是回到原学
校就读，如根据实际情况不适宜回原学
校就读的，教育部门将协助其办理转学。
针对小宇无法继续上学的问题，铜仁市
检察机关通过与当地教育部门对接，帮
助小宇在家附近的中学入学。

除教育行政部门对专门学校进行评
价外，目前无其他方式监督专门学校。铜
仁市检察机关通过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
模型比对分析接受专门学校矫治教育后
再次实施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数据，对
专门学校矫治教育质量和效果进行量化
评估，人工核查后，发现一所专门学校存
在矫治教育效果欠佳、教学管理和方式
简化单一、学生结业后的跟踪回访流于
形式等问题。

目前，检察机关已向该学校所在地
的教育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教
育部门接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向当地党
委政府汇报。最终，在当地政法部门的牵
头下，教育部门联合专门教育评估委员
会成员单位制定了《教育矫治未成年人
后续跟踪帮教实施办法》，明确了将当地
专门教育工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体系，
专门学校对结业学生实行跟踪回访，相
关部门对专门学校学生结业后就业、就
学等问题提供帮助等内容，为接受矫治
教育后的未成年学生正常回归社会提供
了制度保障。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协同共治，一以贯之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
检察院依法行使检察权，对未成年人重
新犯罪预防工作等进行监督。结合我市
未成年人涉罪和重新犯罪现状，探索构
建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十分必要……”

“我赞成未检部门的大数据项目提
议，建设这个模型既是检察机关积极参
与社会治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要求，
也是新时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和实现检察工作现代化的举措……”

“孩子的事，是关乎国家未来和万千
家庭安宁的大事，我赞成对该模型进行
立项。”

2023 年 2 月底，在铜仁市检察院举
行的数字检察专题研讨会议上，参会人
员对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模型
是否立项建设进行讨论，该院未检部门
的提议获得全票通过。

2023 年 3 月，在贵州省检察院的指
导下，铜仁市检察院从专门矫治教育这
个“小视角”切入，率先在全省探索构建

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及
时发现需要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未成年
人，跟踪监督专门学校管理建设以及矫
治教育效果，实现专门矫治教育的全流
程监督。同时，该院还延伸检察职能，
促进控辍保学、不适宜未成年人进入活
动场所的行业治理，迈出了罪错未成年
人分级干预体系建设数字化探索的坚实
一步。

铜仁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志刚介绍
说，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模型根据违纪、
违法、犯罪等类别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
计分，同一名未成年人计分达到一定标
准，即筛选为需要重点关注的未成年人
数据，推送至教育部门、公安机关开展分
级分类预防矫治。家长或者学校干预效
果不理想的，由教育部门或公安机关报
专门教育评估委员会评估后，送“需要重
点关注人员”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形成“模型计分─发现可能需要矫治的
未成年人数据─分级预判─家庭和学校
干预效果不佳─专门教育委员会评估─

送入专门学校”的流程，为专门学校接收
学生提供了参考模板。同时，检察机关通
过融合监督，积极推动专门教育工作的
规范化运行，与教育、公安等部门签订协
作办法，共同推进建立健全专门矫治教
育等方面长效机制。

“检察机关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家
庭监护等情况综合考量，将相关数据脱
密后推送至妇联，并联合妇联及时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借助社会专业力量
开展心理疏导，是一项探索数字赋能未
成年人保护的创新举措。”铜仁市妇联权
益部负责人杨雪峰表示，截至目前，铜仁
市检察机关已联合妇联等组织，针对监
护缺失、监护不当等问题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 97 人次，对需要心理疏导的罪错未
成年人开展心理疏导 136人次。

“想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实现
教育感化，在家庭之外，最主要的阵地就
是学校。专门矫治教育大数据模型为我
们加强学校管理提供了丰富信息。”铜仁
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检察机关
经过数据比对发现需要重点关注的 4 所
学校，将数据及时反馈给教育局，并联合
教育部门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参与平安
校园建设暗访督查 12 次，到重点学校开
展法治宣传 16场次。

数字赋能，以点带面

□本报记者 曹颖频 周雅丽
通讯员 杨锐

“这孩子从小就调皮，当初是我没有
管教好，多亏有你们拉他一把，避免让他
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今后，我一定好好
关心、教育孩子。”近日，在参加不起诉宣
告教育仪式后，小冬（化名）的父亲向四
川省宣汉县检察院检察官道出了自己的
惭愧和感动。

2022 年 12 月 ，小 冬 的 朋 友 与 小 鑫
（化名）的朋友因琐事发生口角，二人为
替朋友出气，相约于某天下午放学后在
学校外的小巷道内解决“恩怨”。双方还
各自叫来一帮“兄弟”，其间共有 9人参与
斗殴。过程中，小冬用拳头将小鑫的鼻子
打伤。经鉴定，小鑫构成轻伤二级。今年 2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斗殴罪将小冬
移送宣汉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宣汉县检察院“巴渠佑苗·蒲公英”
未检团队的检察官通过开展社会调查、
家庭情况调查、心理测评了解到，在小冬
6 岁时，他的母亲离家出走且至今未归，
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因长期处于脱
管状态，小冬发生行为偏差。“虽然案发
时小冬已满 16 周岁，但他属于未成年人，
犯罪情节轻微，又是初犯，具有悔过表

现，自愿认罪认罚。”检察官说，结合案件
情况，宣汉县检察院考虑对小冬作出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

“如果对小冬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接下来该如何有效、精准地矫治这
个脱管的‘熊孩子’？”这让承办检察官
陷入深思。从小冬自身情况来看，他生
性调皮好动、自制力较差，需要有来自
外部的有力监管，才能真正帮助小冬

“迷途知返”。
今年 3月，宣汉县检察院依法对小冬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建议将他送至
某专门学校就读，并设置考验期 6 个月。
同案其他 8 个孩子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然而，当检察官与小冬父子沟通时，
小冬坦言对去专门学校感到害怕，小冬
的父亲也表示非常担忧：“专门学校把问
题孩子聚在一起，那不是更危险了吗？读
专门学校会不会给孩子留下人生污点？
将来在社会上会不会受到歧视？”

为打消小冬和其父亲的顾虑，检察
官决定带小冬父子去专门学校参观。特
色的法治教育场馆、劳动教育教室、文体
活动场馆……小冬父子发现这所专门学
校与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参观中，小冬
父子了解到，学校会根据每名学生产生

不良行为的原因及个性特征实行军事化
管理、封闭式教育，通过分层次、分类别、
安全适度的课程，减少问题孩子之间的

“交叉感染”，并科学开展法治、纪律、道
德、心理健康、劳动和职业技术等课程。
参观结束后，小冬父子的顾虑打消了，小
冬办理了入学手续。

6 个月的时间里，小冬在专门学校
接受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进行劳动实
践，参与公益活动。学校还专门安排专
业老师为小冬等学生讲授智能制造、建
筑等劳动教育课，帮助他们掌握“一技
之长”。根据帮教方案，检察官不定期
和小冬面对面交流，跟踪了解帮教情
况。“这几个月里，小冬进步挺大的。”
在今年 8 月初的回访中，小冬的老师告
诉检察官。

今年 9 月，考验期顺利结束。根据专
门学校出具的监督考察报告，宣汉县检
察院认为小冬在考验期内表现良好，决
定对小冬不起诉。

近年来，宣汉县检察院深入践行“最
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积极探索罪错未
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注重加强与专门
学校的工作衔接，通过以教代刑挽救罪
错少年，形成罪错未成年人矫治教育长
效工作机制，挽救了一批“失足少年”。

这个脱管“熊孩子”怎么管？

图①：玉屏侗族自治县检察院未检
团队到专门学校开展宣讲。

图②：石阡县检察院“小茶苗”工作
室干警到专门学校开展观护帮教。

图③：江口县检察院联合团委、妇联
对涉案未成年人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①①

②②

③③

编者按 近年来，对于专门矫治教育有严重不
良行为未成年人的专门学校，社会各界都寄予厚望，
但也有些担心：专门学校够用吗？什么样的“熊孩
子”需要送到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如何进行有效的
矫治教育？对此，检察机关高度重视，通过积极履职
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加强专门矫治教育监督。今天，
本版特别刊发贵州铜仁、四川宣汉两地检察机关助
力专门矫治教育质量高、效果好的生动探索。

延伸阅读

●2012 年修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工读学校”改为“专门学校”。
●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专

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意见》，对专门教育的定位和专门学校
的建设、管理、运行及保障机制等作出相关规定。

●2020 年 12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中将“收容教养”措施改为专门
矫治教育，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6 条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不良
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
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
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1 条至 45 条规定，对于有严重不良行
为的未成年人可以矫治教育、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这三类措施是
根据严重不良行为的程度，逐渐递增矫治强度。其中，第 43 条规定，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
在学校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
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送入专门学校
接受专门教育。”第 45 条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
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
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后面，
加上“专门教育”4个字。这是“专门教育”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