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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一样是祖国
的未来和希望。做好留守儿童、困境儿
童关爱和保护工作，关系未成年人健康
成 长 ，关 系 家 庭 幸 福 和 社 会 和 谐 。”近
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手牵
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团长
徐军向记者介绍服务团情况时说。

徐军的服务团现有志愿者 8000 多
人，已经帮扶孤儿 5000 多名。服务团先
后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
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全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被民政部评为

“ 第 十 二 届 中 华 慈 善 奖 ”。徐 军 被 评 为
“全国劳动模范”。

挂怀孤儿，志愿服务团诞生

“在 2016 年的一次公益走访中，我
发 现 一 名 孤 儿 出 现 了 严 重 的 心 理 问
题。”徐军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发现这
一问题后，徐军和临沂部分爱心人士走
访了全市 300 多个孤困儿童家庭，发现
国家的福利政策都落实得很好，孤困儿
童的基本生活保障都没有问题，但因家
庭原因，有部分孩子存在或轻或重的心
理问题，有些孩子自卑自闭严重，有的
还沾染上恶习甚至走上歧途。

在 调 研 过 程 中 ， 徐 军 进 一 步 发
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孩子因为偷
盗一个月内被送到派出所十几次；有
的为了躲避患精神病父亲的毒打，十

几 天 不 敢 回 家 ； 有 的 因 为 被 同 学 欺
负，在日记中写下要报复同学；有的
自卑严重，出现了极端行为……尽管
这样的孩子并不多，但每个乡镇几乎
都有几个。

该如何对这些孩子进行有效帮助？
经过反复研讨，最终，徐军决定成立一
个 以 心 理 辅 导 为 主 的 公 益 组 织 ，采 取

“一对一”帮扶方式，对存在心理问题的
困境儿童进行帮扶。2018 年 4 月，在临沂
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临沂市民政局、
市关工委、市慈善联合总会等各级部门
的支持下，临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
辅导志愿服务团正式成立。

服务团运行中，徐军高度重视制度
化、标准化建设，通过听取各方意见，先
后制定了《志愿者信息保密协议书》《服
务团章程》《资金和物资管理》等 16 项制
度、48 条服务行为准则，严格志愿者招
募流程，规范志愿者帮扶做法，有效保
障孤困儿童和志愿者的权益，保证帮扶
工作长期规范运行。

与此同时，徐军还设置了严格的服
务团志愿者选拔和管理标准，要求志
愿 者 必 须 爱 祖 国 、 心 纯 粹 、 无 私 欲 、
真付出、真能干。随着服务团在社会
上的声誉不断扩大，来自各行各业的
志愿者主动报名加入，使服务团的队伍
逐渐壮大。

精准帮扶，用心呵护每棵“小树”

“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服

务团的帮扶重点。”徐军说，孤困儿童这
个群体的孩子由于缺乏必要的家庭教
育，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走上犯罪的道路。针对 78 名未成年人
因亲情缺失，存在抽烟、喝酒、打架、偷
盗等不良行为，有的濒临犯罪，帮扶难
度大的实际，服务团紧盯不放，遴选有
时间、有耐心的志愿者，实行“一盯一”
陪伴照顾，坚持用爱心、耐心、恒心和诚
心温暖感化他们。对部分年龄偏大、因
长期辍学跟不上正常教学进度的孩子，
服务团在育杰职业技术学校专门成立

“明德班”，为他们教授国学、武术等课
程，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和做人的道理，
帮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服务团注重针对不同对象、不同问
题，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帮扶和教育。他们
为服刑人员家庭孩子送去关爱，通过“一
对一”帮扶，解开孩子心中的疙瘩。近三
年来，服务团与多家监狱联合开展了 12
次亲情帮教活动，帮助 65 名孩子与服刑
的父母见面沟通，感受亲情；妥善保护
孤困女童，通过排查，并经市关工委、民
政局协调，将现有生活环境存在风险的
76 名女童妥善安置到寄宿制学校，同时
选择富有爱心的女性志愿者采取“一对
一”帮扶，守护她们健康成长。

“我们的目标是，从‘沂蒙无孤’到
‘天下无孤’。”徐军认为，全国还有不少
孤困儿童，如果早一天关注，早一天帮
扶，他们就能更好地健康成长。目前，山
东省内外已有 100 多个城市前来临沂学
习，有 42 个地市成立了孤困儿童志愿服
务组织。

让徐军欣慰的是，通过几年的帮扶，
许多孩子彻底得到转变，目前已有 211名
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还升入了名校，几
千个孤困儿童家庭重燃希望。

多方参与，凝聚孤困儿童保护合力

自 2024 年开始，徐军的服务团将帮
扶重心转移到增强孩子们的社会责任
感上。在夏令营等活动中，服务团教育
引导孩子们主动参加集体劳动，在学校
多 去 帮 助 同 学 ，在 各 种 场 合 能 够 献 爱
心，在家里帮助爷爷奶奶分担家务，做
到“一日一善”；帮助他们树立理想信念
和人生目标，引导孩子读一些积极向上
的 书 籍 ，用 英 雄 人 物 的 事 迹 教 育 孩 子
们，让孩子们多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
身边的人。

为更好地推动孤困儿童保护工作
高 质 量 发 展 ，徐 军 经 过 反 复 调 研 ，在
2024 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发挥社会
组织作用在全国进一步做好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保护工作的建议。他建议国
家民政部门进一步了解孤困儿童群体
情况，总结梳理帮扶做法，完善帮扶模
式，关注支持全国各地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更好携手社会
各界，凝聚社会力量，彻底解决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问题，推进新时
代儿童福利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重
视社区、村（居）儿童主任的选配和培训
工作，充分发挥这一职位的作用；以社
区、村 （居） 为单位，组织本辖区有
时间有爱心的居民，成立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志愿服务组织，适当吸收有
文化、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或本村在外工
作、创业人员参与进来；发挥儿童主任
作用，做好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特别是
女童的保护问题。

徐军的建议提出后，得到了民政部
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孤困儿童帮扶工作也是检察机关
的履职发力点。近年来，临沂市检察机
关积极构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
系，与民政、公安、妇联等相关部门及社
会组织、专业力量携手合作，全力维护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权益。主动链接妇
联、街道、社区等相关资源，组建一支以
检察官、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
社工以及老师等为主体的家庭教育指
导团队，凝聚稳定、专业、可靠的专家型
家庭教育指导力量。与此同时，检察机
关依托强制报告制度，充分发挥妇女主
任、儿童专员、社区网格员、教师、医护
人员作用，及时发现孤困儿童被侵害的
案件线索，打造“心萌法学园”等受理举
报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的智能平台。
延伸办案触角，聚焦农村留守和困境儿
童 需 求 ，充 分 发 挥 司 法 救 助 的 社 会 功
能，积极引入多方力量，实现精准救助、
有效救助。这些努力，也得到了徐军的
高度肯定。

2024 年 12 月，最高检定点帮扶办对
徐军的临沂孤困儿童帮扶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对志愿者们在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等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敬佩。徐军就
孤困儿童帮扶以及将这一“临沂模式”
向全国各地复制推广等作了介绍，他希
望检察机关加强与志愿服务团的密切
合作，共同把孤困儿童帮扶工作做得更
细致、更扎实。

徐军：做孤困儿童引路人

徐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
沂市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
服务团团长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陈晓雪 魏宜秋

在黑龙江省密山市的东南部，有一个以朝鲜族居民为主的小村庄——
兴光村，这里人口约 900 人，自然风光秀丽，民族文化浓郁。提及兴光
村的发展，村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兴光村妇联主席
赵月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乡村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兴光村，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朝鲜族村落，幼儿园、小学、诊
所、超市、饭店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然而，随着村民外出打工，年轻
人不愿留在村里，村庄逐渐老龄化，原有的基础设施也无法适应新发展
需要，村庄失去了原有的生机和活力。面对这一困境，赵月星挺身而
出，利用自己做饭的手艺，在村里开设了一家朝鲜族特色食府。这家食
府以朝鲜族风味和雅致宜人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远近的游客，成为兴光
村的一张亮丽名片。

赵月星深知，要想留住人，特别是留住年轻人，仅凭一家食府远远
不够。于是，她远赴云南等地，学习少数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
成功经验。回到兴光村后，她根据朝鲜族特色，在村里开设了夏季兴光
夜市。夜市上，民族特色美食与乡村露营美妙碰撞，同时将朝鲜族舞蹈
与民俗表演融入其中，为游客带来了全新的体验，也进一步打开了兴光
村的知名度。

在赵月星的精心谋划与不懈努力下，兴光村旧貌换新颜，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振兴的璀璨明珠。赵月
星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了村民的信赖与赞誉，更激发了大家投身乡村
振兴的热情。

但发展乡村旅游对赵月星来说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其间也面
临着不少的法律问题。

在密山市检察院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赵月星向检察官提出了自己
的疑问：“我本身是有个体营业执照的，但想通过发展旅游，将村民们
种植的农副产品打造成伴手礼销售时，是否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

对此，检察官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为赵月星提供了详细的解答，并及
时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沟通联系，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手续的办理流程，共
同为乡村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检察官还与赵月星探讨了通过网络电商销售农副产品和朝鲜
族特色食物的法律法规问题，帮助其做好基础准备工作，避免违法情形
发生。此外，就食品安全问题，该院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在维护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方面所履行的职责。赵月星也从老百姓的角度，对检
察机关如何守护食品安全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

当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后，赵月星更加关心法治乡村建设，她多
次应邀参加密山市检察院举办的公开听证、检察开放日等活动，深入了
解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护航农村法治建设的司法实践。同时，
赵月星也积极为检察工作的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法治
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赵月星与检察机
关携手共进，她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农
户，了解群众在种子农药使用中的实际情况，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此
外，密山市检察院也不断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协作，及时通报相关领
域案件办理情况，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共同研究解决监督工作中
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于密山市检察院在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深化农村生态环境
整治、普法进乡村等涉农检察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赵月星给予了高度
的评价。她希望检察机关能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严惩涉农违法犯
罪行为，守护粮食安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村民法治意识，不
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希望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助力构建法治化、国
际化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让经济社会发展的硕果真
正惠及百姓。”采访结束前，赵月星进一步提出期待。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赵月星：

兴光村美丽转身

赵月星（中）教村民做新式辣白菜。

徐军（右）走访困境儿童家庭，与
被帮扶儿童及其监护人亲切交谈。

（资料图片）

徐军看望参加夏令营的孤困儿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