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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在新学期第一节班会课
上，我带着检察官姐姐李丹送给我的学法
笔记本站上讲台，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向
同学们揭露“两卡”犯罪的套路。课后，同
学们问我如何安装反诈 App，在他们眼中我
看到了信任。我想起了李丹的话：“真正的
朋友不是相互利用，而是真诚相待。”

2023 年 11 月，曾经的玩伴阿强（化名）
找到正在上大专的我，他说：“好兄弟，你帮
哥们收几笔账好吗？给你分点辛苦费。”我
被“兄弟义气”和金钱的诱惑冲昏了头脑，
向阿强提供了自己的网络支付账号和银行
卡号，并将账户上收到的 2000 元转到阿强
指定的账户，后得到 150元“辛苦费”。2023
年 12月，直到警察找上我，我才知道自己转
的钱，竟是另一名学生的生活费。

我 曾 将 自 己 困 在“ 不 被 爱 ”的 牢 笼
中。3 岁那年，父母将我托付给乡下的爷
爷奶奶，年幼时最清晰的记忆是每次离别
时母亲收拾行李的背影，她总说“过年就
回来”，可这句承诺总是遥遥无期。爸妈
离婚后，每当我看到小伙伴们在父母身边
嬉闹，就觉得自己是无人牵挂的“累赘”。

2024 年 8 月 22 日，我来到贵州省遵义
市播州区检察院，在讯问室里第一次见到
李丹，她正翻看着资料，里面记录着我的
成长经历、监护情况、性格特点、在校表现
等信息。让我没想到的是，李丹除了了解
案情，还非常耐心地向我讲解法律知识，
让我明白遵纪守法的重要性。

之 后 ，李 丹 为 我 量 身 定 制 了 帮 教 方
案，既有每月一次的法治教育课，也有每
周与父母沟通的亲情修复任务。在她的
督促下，我逐项完成任务。当我在训诫书
上 按 下 手 印 时 ，我 知 道 这 不 是 惩 罚 的 烙
印，而是新生的起点。

2025 年 4 月 7 日，我收到了被不起诉
的法律文书。李丹告诉我：“考虑到你犯罪
时是未成年人，涉案情节轻微，是初犯，退
赔了被害人的 2000 元并取得其谅解，退缴
了 150 元非法所得，检察院依法对你作出
不起诉决定。”

阳光穿透检察院讯问室的玻璃，在文
书边缘镀上一层金边。那些蜷缩在心底
的阴霾，似乎也被这道光悄然驱散。

人生的选择或许很多，但底线绝不能
失守。愿更多同龄人以我为鉴，远离“两
卡”陷阱。

远离“两卡”陷阱

□本报记者 刘亚

“我是甘肃人，我爸是送菜的，我
妈是洗碗的。”“我自己坐班车来上学，
平常是爸爸照顾我。”“妈妈说我上完
六年级就要回到河北老家。”……

在北京市通州区某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小学，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

向记者拼凑出流动儿童群体的生存
图 谱 —— 他 们 的 父 母 是“ 流 动 人
口”，属于没有本地户籍、徘徊在边
缘的“异乡人”，一般聚集于餐饮、
零售、建筑等第三产业，如外卖员、
家政工、清洁工、保安、建筑工，而
被他们带在身边的孩子就成了流
动儿童，也被称为“城市小候鸟”。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0至 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 7109万
人，占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他们
随父母离开家乡，迁徙于城市之间，
因户籍壁垒、家庭贫困、监护缺失等
问题，成为教育、医疗、安全等领域的

“脆弱群体”。这些“城市小候鸟”，应
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至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7109万人，占儿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他们随父
母离开家乡，迁徙于城市之间，因户籍壁垒、家庭贫困、监护缺失等问题，成为教育、医疗、安全等领域的“脆弱群体”。

““城市小候鸟城市小候鸟””如何找到属于他们的天空如何找到属于他们的天空？？

跟随父母迁徙的流动儿童，在
流动的缝隙中承受着暴力伤害、性
侵害、校园欺凌、网络犯罪等多重
威胁。在剑河县检察院办理的一
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被害人
胡馨馨从 6 个月大就辗转安徽、贵
州、广东三地，她的监护人从母亲
变成父亲，再变成姑祖母。在流动
的轨迹中，她被迫辍学照顾同父异
母 的 弟 妹 ，父 亲 入 狱 后 更 是 陷 入

“事实无人抚养”状态。
“那时的胡馨馨耷拉着脑袋、

小心翼翼地坐在沙发的一角，同我
们说话时声音极小。”张兴来还记
得第一次看见她时的情形，“本该
享受义务教育的少女只能住在条
件 简 陋 、留 守 儿 童 较 为 聚 集 的 社
区 ，辍 学 、无 人 监 护 、生 存 条 件 窘
迫，无疑给了犯罪分子多次侵害她
的机会。”张兴来告诉记者。

性侵害是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
危险之一。在通州区检察院办理的
一案中，9岁女童小云是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放学后她在村公园玩耍时
被他人猥亵。“虽然犯罪分子被绳之
以法，但也反映出外来务工人员忙
于工作，无暇顾及年幼子女的接送，

侵害人容易利用此机会实施犯罪行
为。”办案检察官魏玉凤说。

“很多家长要打工到很晚，孩子
放学后就在公园里‘放养’。”当地社
区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这种情况在
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域非常普遍。

这起猥亵案件还揭开了流动
儿童校园周边安全的漏洞。“小云
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就读的学校，周边交通安全设
施严重缺失。第一次沿着小云去
学校的路线走访时，路边没有提示
牌和指示，学校名称也很小，我们
还以为那是个驾校。”通州区检察
院检察官助理李熙贤说，学校周边
道路无警示标志、无监控设备，放
学路上车流裹挟着独行儿童，为学
生出行安全埋下了“隐形炸弹”。

而且，如今的性侵害有了更隐蔽
的方式——隔空猥亵。在某检察院
办理的案件中，一名犯罪分子通过网
络游戏引诱多名女童拍摄裸照，受害
女孩因害怕“被父母骂”和“没手机
用”，被侵害半年都不敢声张。

“流动儿童本就因户籍限制长
期面临教育、医疗资源不均，家庭
监护缺失，心理认同困惑等问题。

此类网络犯罪借助虚拟身份突破
了地域限制，而流动儿童因网络素
养 缺 失 和 情 感 孤 独 ，极 易 落 入 陷
阱。”魏玉凤说。

多名受访者表示，从办理的流动
儿童案件来看，涉案流动儿童家庭通
常存在“三重脱节”问题：一是陪伴脱
节。父母因生计压力早出晚归，给孩
子的有效陪伴时间较短。二是教育
脱节。教育方式简单粗暴，“不听话，
就把你送回老家”成了流动儿童家庭
常用的一句“教育”的话。三是社会
脱节。频繁搬迁导致儿童无法适应
生活、学习环境。在一起校园欺凌案
中，小兰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上
学的两年间，她因“外地口音”和身穿
旧衣服遭受多次霸凌，却从未告诉忙
于打工的父母。她说：“告诉爸妈会
被打得更惨，他们说，要是惹事就送
我回老家。”

除了成为被侵害对象，流动儿
童 也 可 能 被 利 用 成 为 犯 罪 工 具 。
在辽宁省辽阳市，检察官发现多名
16 岁以下儿童参与团伙扒窃，成年
主犯利用“流动儿童年龄较小、身
份不易追踪”的特点，教唆他们进
行“拉车门”等犯罪。

2.流动中的安全危机

◀今年 5 月底，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亮亮就读的
特殊教育学校走访，了解亮亮近况。

▲今年 5 月底，贵州省剑河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
学校，给孩子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在浙江某特殊学校，记者见到
患有自闭症的 5 岁男孩亮亮时，他
正蜷缩在教室角落，手里紧攥着一
块积木，目光游离在窗外。因妈妈
早年离家，亮亮只能跟着父亲前往
广东、浙江求医。

“ 作 为 外 来 务 工 人 员 流 入 大
省，浙江流动儿童不仅数量庞大，
还囊括了产业集聚区流动儿童、少
数民族流动儿童、国际流动儿童、
海岛流动儿童等不同群体。”浙江
省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检察官林
智向记者表示，“与居住地儿童相
比，像亮亮这样的特殊儿童在流动
中成长，在折叠中生存，他们长期
随同外出务工父母异地生活学习，
在教育、医疗、生活保障等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更容易遇到障碍。”

在流动儿童家庭里，谁来照顾
孩子始终是最焦灼的问题。由国

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
同编写的《2020 年中国儿童人口状
况：事实与数据》指出，流动儿童中
有 61.8% 与 父 母 双 方 一 起 居 住 ，
13.1%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居住，还
有 3.5%与祖父母一起居住。此外，
21.7%的流动儿童与父母和祖父母
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包括异地
就读寄宿学校或打工的儿童。

“负责照顾流动儿童的人身份
较多样，使得其可能面临监护能力
不足、心理健康关爱不足、精神文
化产品供给不足、城市和社区融入
困难等问题。随着流动儿童群体
数量规模日益庞大，所需的关爱服
务更为多样。”林智介绍说。

另外，流动儿童常常面对身份
的“撕裂”。“儿童的流动和留守状态
并不总是固定的，可能随着家庭状
况、个人所处的年龄和受教育阶段

在流动与留守之间转换。”贵州省剑
河县检察院“仰阿莎”姐姐工作室负
责人张兴来告诉记者，“部分孩子在
老家是留守儿童，去城市以后成为
流动儿童，等完成义务教育后回到
老家，又成了‘回流儿童’。”

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是
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某项调研显示，流
动儿童存在歧视知觉、身份认同混乱
和消极情绪，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不
高，进而影响儿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通州区某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小
学老师向记者透露，每学期都有一
些学生因父母工作变动而转学，学
校的生源并不稳定，而且各地教材
版本有差异，学生转学后学业衔接
困难。而在一些公立学校，也有流动
儿童曾因口音、衣着遭遇歧视，有较
高的焦虑、抑郁、自卑等消极情绪，
有家长坦言“孩子没有本地朋友”。

1.被“折叠”的童年

现实生活中，不少流动儿童的
父母由于工作等原因对孩子缺少
管护，一些流动儿童的家庭经济状
况也不乐观。或遭受侵害，或家庭
生活困难，或自身残疾，或监护缺
失，或心理和行为异常……这些流
动儿童合法权益该如何保障？

记 者 了 解 到 ，2024 年 8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民政部等
部门印发《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
行动方案》，提出流动儿童相关政
策制度更加精准有效、重点领域惠
民措施更加平等均衡、儿童信息台
账更加精准、基层基础更加牢固、
流动儿童关爱保护整体水平得到
明显提高等工作目标。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副厅
长李峰表示，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
护，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是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儿童工
作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检察机关
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今年 6 月 16 日，最高检发布的
《 未 成 年 人 检 察 工 作 白 皮 书
（2024）》指出，针对涉案未成年人
家长不想管、不会管、因外出务工
等原因“管不了”问题，检察机关协
同教育行政部门等加强对流动人
口家庭、单亲家庭、问题家庭涉案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教 育 和 监 护 工 作 。
协同妇联等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
导基地，结合督促监护令、训诫、支
持起诉、撤销监护人资格、责令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等措施，推动解决
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题。

从打击犯罪到公益诉讼，从支
持起诉到跨省救助，检察机关和相
关部门正在为“城市小候鸟”拉起
一张更为紧密的安全网——

亮亮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其母
亲因治疗负担太重选择逃避。在
龙湾区检察院支持亮亮父亲起诉
亮亮母亲要求支付抚养费后，亮亮
母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亮亮父亲
只能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而

亮亮因是外地户籍，无法享受当地
特殊教育学校的免费政策，只能进
入收费较高的特殊教育学校，其康
复治疗一度被中断。

“我院第一时间协调开展多元
救助帮扶。”林智说，依托龙湾区慈
善 总 会 设 立 的“ 司 法 救 助 专 项 基
金”，他们快速筹措救助资金，并帮
助亮亮联系入学某特殊学校（系定
点康复机构），将司法救助金直接
发放到特殊学校账户；积极对接残
联，将亮亮纳入残疾儿童康复补贴
对象；依托就业帮扶机制，为亮亮
父 亲 提 供 就 业 培 训 、工 作 岗 位
推荐。

胡馨馨的命运也迎来改变：剑
河县检察院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变
更其监护权，还联动广东省佛冈县
多部门建立救助联盟，会签贵州省
首份《跨省协作救助帮扶计划书》，
实现司法救助、心理疏导、教育衔
接“三同步”，最终让这个“候鸟少
女”重返校园。

办理小云被猥亵案后，通州区
检察院办案组结合首都东六区未检
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设施法律监督大
数据模型，通过走访摸排发现有 3
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同样存在
道路无学校标志的问题。2024 年 7
月，该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后与
相关部门就查处校园周边交通设施
不完备情况及整改方向和措施等问
题达成一致意见。如今，涉案 3 所
学校周边共增设 4 块学校标志、4 套
爆闪灯，并建立了长效排查机制。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检察院
则联合敬老院、职业院校等建立 11
家观护基地，为涉案流动儿童提供
免费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该院
组建“心理老师+社工老师+司法志
愿者”的专业队伍，对涉案流动儿
童进行心理疏导、价值观纠正和行
为偏差矫治，帮助 200 余名未成年
人重返社会。针对跨省流动儿童
帮教难题，该院通过异地协作实现
动 态 跟 踪 ，确 保 矫 治 措 施 无 缝
衔接。

3.为“城市小候鸟”拉起紧密安全网

“亮亮等孩子的故事让我们看
到了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中
所面临的困境，也让我们看到了检
察机关在支持起诉和多元救助中
的积极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流动儿童及
其家庭的法律保障力度，确保他们
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同时，
应加强法律宣传，提高公众对流动
儿童权益保护的意识。”全国人大
代表、辽宁省辽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李紫微表示。

“检察机关在流动儿童权益保
障中已取得良好成效，但流动儿
童问题本质是城市化进程中公共
服务滞后的缩影，需政策创新与
社会共治打好组合拳。”全国人大
代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红根
然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春梅
建 议 ， 比 如 完 善 社 会 保 障 体 系 ，
加大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
力 度 ； 扩 大 医 疗 保 险 覆 盖 范 围 ，
降低康复治疗费用负担；增加教
育投入，改善流动儿童的教育条
件，提供更多免费或低收费的教
育和康复资源；促进流动儿童及
其家庭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消除
社会歧视和偏见；鼓励企业和社
会组织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加

强社区建设，为流动儿童及其家
庭 提 供 更 多 的 生 活 便 利 和 社 交
平台。

在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郑
子殷看来，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网
络薄弱，很容易被忽视，这时需要的
不是偶尔的活动或定期走访，而是
在社区多主体支持下，有效推动家
长落实家庭监护责任，或通过家长
小组互助，或共学正面管教等；面对
升学困惑，应当有效沟通一线需求，
推动公共服务补给，同时推动社会
力量为其提供有效的指引，避免错
失政策支持；针对一些复杂的流动
儿童案，应当建立未保专家和流动
儿童服务议题专家的联动机制，避
免传统服务干预的空转。

“司法保护与社会支持的结合
能有效阻断犯罪链条，但更深层的
解决需破解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
矛盾，推动教育、医疗资源向流动
儿童倾斜。”张春梅代表建议，检
察机关通过严惩侵害流动儿童权益
犯罪、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多维
履职，为这一群体筑起法治屏障。

漂 泊 不 应 成 为 童 年 的 底 色 。
唯有政策创新、资源整合、法治守
护与全社会参与，才能让这些“城
市小候鸟”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4.让“小候鸟”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