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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茂林
通讯员 赵正芬

一 个 参 加 大 学 新 生 普 法 演 讲 比
赛，斩获一等奖，并成为学校西部计划
宣讲团成员；另一个入职一家传媒公
司，作为普法志愿者站在社区反诈宣
传台前，向路人讲解“出租银行卡可能
要坐牢”。

300 天不到的时间，小冰、小杭（均
为化名）这两个误入歧途的少年实现
华丽蜕变，源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
检察院“南风”未检工作室的检察官与
他们签下的特殊合约。在这份“合约”
里，检察官精准施策、帮教小组对症下
药、涉罪少年全力配合，共创奇迹。

误入歧途的少年

“ 不 就 是 打 了 几 个 电 话 吗 ……”
2024 年 5 月，17 岁的小冰、小杭在安宁
区某网吧被民警带走时，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拨打的那些电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时的小冰、小杭被网上一则“日
结 300 元，只需拨打电话”的兼职广告
吸引，用别人提供的电话卡，按照指定
的话术拨打和接听电话，共获得 2748
元“兼职收入”。

当得知自己拨打电话其实是冒充
工作人员实施诈骗时，小冰、小杭懊悔
万分，积极退赔了全部违法所得，自愿
认罪认罚。

“ 二 人 均 系 初 犯 ，违 法 所 得 不 足
3000 元。小冰正就读高三，处于人生
的关键时期，小杭刚中专毕业不久，究
竟 是 什 么 原 因 让 他 们 没 有 抵 挡 住 诱

惑？”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兰州市安
宁区检察院“南风”未检工作室负责人
详细审查案卷材料后，发出如此疑问。

带着疑问，“南风”未检工作室联
合甘肃心希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小
冰、小杭开展社会调查，发现二人都是
单亲家庭的孩子。小冰学习成绩中等
偏上，马上面临高考，他在父亲去世后
与母亲相依为命，看着母亲为了生活
终日奔波劳累，还要供自己上学，便想
着帮忙分担。小杭在父母离异后跟着
父亲一起生活，但父亲常年在外忙碌
无暇顾及小杭，小杭中专毕业后一直
没找到工作。

“法律意识淡薄、网络上不良信息
的诱惑，加上心理关怀、家庭教育的缺
位，是小冰、小杭涉罪的重要原因。”综
合考虑二人现实表现等因素，安宁区
检察院在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后，依法
对二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设
置了七个月的考察期。

对症下药的帮教

在考察帮教期间，安宁区检察院
以“重塑新生计划”为轴心，从个性化
心理辅导重塑心灵、系统化法治教育
筑牢底线、科学化家庭教育修复关系、
生涯规划指导明确未来方向等四个维
度，为小冰、小杭开出“对症药方”。“南
风”未检工作室积极邀请心理咨询师、
司法社工、妇联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
等社会力量介入，共同组成帮教小组。

考虑到小冰即将参加高考这一特
殊情况，帮教小组侧重对其开展心理
疏导，鼓励其调整好心态，全心全力冲
刺高考。

“现在我才知道，随便给人提供银
行卡、帮人拨打诈骗电话相当于给自己
的人生‘文身’，这次教训够我记一辈
子。”高考结束后，小冰在兰州市青少年
法治教育基地亲身体验“沉浸式普法”

后，在帮教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语。
帮教活动开展两个月后，小冰收

到了省外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令
人欣慰的是，他在大学期间凭借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积极向上的态度，不仅
在学业上取得了好成绩，还以亲身经
历创作普法作品，在新生普法演讲比
赛中斩获一等奖。”办案检察官告诉记
者，现在小冰也想成为“织网”的人。

针对小杭的情况，2024 年 8 月，帮
教小组的心理咨询师通过沙盘游戏对
其开展心理辅导。“爸妈离婚后，我觉
得自己就像被扔掉的垃圾……”当小
杭第三次摆出“被高墙围困的城堡”
时，泪水汹涌而出。

后来，通过多次辅导，小杭逐渐打
开了心结。在“南风”未检工作室的

“树洞信箱”里，小杭在第一封信中写
道：“原来不是全世界都讨厌我。”

2024 年 9 月，针对小冰家和小杭
家的家庭教育问题，安宁区检察院分
别向其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并针
对性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帮助他们转
变教育理念。其间，帮教小组通过“传
声筒”游戏，让小杭父母与孩子把各自
想说的话录进玩偶，再由对方按下播
放键。经过 20 余次的不懈努力，小杭
与父母开始正常对话。

“职业测评显示小杭具备 95%的视
觉创意潜能。”在对小杭开展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时，帮教小组捕捉到了他的兴
趣点，遂积极链接社会资源，通过多方
努力对接某公司短视频剪辑岗位，让小
杭实习，并邀请专业人士为小杭讲授相
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今年 3 月 25
日，在考察期即将结束时，小杭入职一
家传媒公司的自媒体运营岗位，实现了
从涉罪少年到职场新人的华丽转变。

“南风”温暖幼苗

今年 4 月 10 日是小冰、小杭的考

察期届满之日。当天，“南风”未检
工作室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记住，真正的勇敢不是永不跌倒，
而是跌倒后带着伤疤找准方向继续向
前。”

如今，“南风”未检工作室的墙上，
小冰、小杭二人的照片已被替换成二
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入职通知书，
两棵曾被风雨打折的幼苗在法治暖阳
下又活了过来。

“‘南风’二字取自寓言故事‘南风
与北风’。南风与北风比试威力大小，
看谁能率先让路上的行人脱掉大衣。
凛冽的北风袭来，为抵御严寒，行人把
大衣裹得更紧了；温和的南风徐徐吹
拂，因暖意倍增，行人解开纽扣、脱掉
大衣。”安宁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该院打造“南风”未检工作室，旨在
以更加温情、和煦的工作方式教育、感
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2024 年底，

“南风”未检工作品牌获评甘肃省检察
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优质品牌。

近 年 来 ，安 宁 区 检 察 院 依 托“ 南
风 ”未 检 工 作 室 ，用 精 准 帮 教“ 云 档
案”、社会支持“资源库”、源头治理“防
护网”构建“心理疏导+法治教育+家
庭修复+生涯规划”全链条帮教体系，
实现“帮教一个孩子，挽救一个家庭，
守护一方平安”的目的。在教育、感
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的过程中，该
院根据不同帮教对象建立个性化帮教
档 案 ， 实 时 记 录 被 帮 教 者 的 思 想 动
态、学习情况、行动轨迹等，及时发
出预警提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
导、家庭教育、法治教育等工作。此
外，该院积极推动辖区 3 所学校开设

“法治副校长直播课”，向未成年人及
其家长宣讲法律知识；联动 2 家相关
企业设立“就业基地”，根据被帮教
者实际情况对其开展就业指导、实训
实习等社会化帮教，助力罪错未成年
人顺利回归社会。

少年与“南风”的特殊合约
□本报记者 王男 通讯员 秦禹 颜玮媛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金色纽扣”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团队通过未
成年人检察履职，帮助因监护缺失辗转多地的 11 岁男孩男男（化名）重返母亲身
边。在母子二人紧紧相拥的那一刻，检察官们露出了笑容。

今年 4 月初，长春市二道区吉林街道工作人员向该院反映称，男男处于无人监
护状态，被临时安置在社区养老院，其家人可能涉及遗弃犯罪。接到线索后，“金色
纽扣”团队迅速展开调查。

经查，男男父母离异后，法院判决其跟随父亲生活，父子二人随后前往黑龙江
谋生。今年 3 月，无固定职业的男男父亲因涉嫌盗窃罪被黑龙江警方刑事拘留。
男男无人看护，当地警方遂联系上男男母亲，但她以“离婚判决抚养权归父亲”和

“在辽宁打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履行抚养义务。无奈之下，黑龙江省民政部门
将男男送回其户籍所在地长春市二道区吉林街道。二道区缺乏专业的未成年人救
助机构，男男被暂时安置在社区养老院。

父亲被刑事拘留，母亲远在他乡、拒绝履行抚养义务，11 岁男孩该何去何从？
“金色纽扣”团队经深入研讨认为，男男的抚养权归属父亲一方，母亲未实际照料的
行为并不构成遗弃犯罪。但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
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男男的父亲无法履行监护责任，母亲理当对男男履
行抚养和保护义务。

检察官到社区养老院探望男男时，他也明确表示“想回到妈妈身边”。于是，该
院联合街道社区组成工作组，远赴辽宁寻找男男母亲。5 月 13 日，工作组经多方努
力终于在男男母亲的租住地与其见面。检察官先耐心安抚其情绪，随后从法律责
任、母亲职责等方面进行劝导，详细说明拒绝抚养孩子的法律后果。男男母亲深受
触动，当场承诺履行抚养义务，并写下书面承诺书。

当晚，男男在街道工作人员护送下回到母亲身边。母子重逢的温馨场景，让在
场所有人为之动容。此后，检察官持续跟进此案，鼓励和帮助男男重返校园，还为
其母亲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助力亲子关系修复。

困境儿童重回母亲怀抱

□本报记者 管莹
通讯员 刘作城 李沁伶

江苏省滨海县检察院阳光帮教基
地的“星愿墙”上，152 颗“帮教星”闪闪
发光。

“ 今 天 对 我 来 讲 是 最 特 别 的 日
子，我成了‘星愿墙’上的第 152 颗
星星……”近日，曾经的“问题少年”小
武在“星愿墙”的毕业手册上写下自己
的心里话。

每一颗星星的背后，都有一个关于
帮教与重生的温暖故事。近 5 年来，滨
海县检察院通过“阳光帮教计划”累计
帮教罪错未成年人 152 名，这些孩子至
今无人再犯。

初衷：给犯错的孩子一个机会

“阳光帮教计划”和“星愿墙”的创
意，出自滨海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门负责人徐运。“2020 年初，我开始负
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现未成年人犯
罪背后很多问题令人痛心，就想给犯错
的孩子创造改过自新的机会。”徐运说。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模仿性和
从众性，而涉罪未成年人也更容易接受

“过来人”的劝诫。为此，徐运与同事想
到从成功转化的帮教对象中选拔志愿

者，组建一支“阳光导师”队伍，与“问题
少年”组成“1+1”成长共同体。该做法
被徐运称之为“阳光帮教计划”。

汤伟伟是“阳光帮教计划”的第
一位受益者。2020 年 2 月，17 岁的在
校生汤伟伟出于“兄弟义气”参与聚
众斗殴。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办案
检察官发现其成长轨迹与该院帮教成
功的辛杰非常相似。于是，已经成为
银行白领的辛杰开始担任汤伟伟的专
属“阳光导师”。

“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看了两张照
片，给我带来的冲击力很大。”汤伟伟回
忆说，一张是看守所的铁窗，一张是辛
杰工作的大厅。

随后 4 年里，辛杰经常带汤伟伟参
加社区公益活动，给他介绍辅导老师，
甚至在他工作面试前陪他反复演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4 年 7 月，汤伟伟
成功“上岸”某企业后备经理岗位。如
今，这对曾经的“问题少年”都在各自岗
位上打拼成长。

“看着这些孩子，就像看到了曾经
的自己。”29 岁的辛杰如今是“阳光帮

教计划”的资深导师，“我想把收到的温
暖继续传递下去。”每个“阳光帮教日”
的晚上，他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滨海县
检察院阳光帮教基地，和帮教对象交流
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

如今，“阳光帮教计划”已经产生
“裂变效应”，11 名帮教对象主动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2人考取社工证书。

专业：系统守护成长之路

未成年人帮教是系统工程。走进
滨海县检察院阳光帮教基地，VR 法治
体验室、心理疏导室等一应俱全。这个
占 地 600 平 方 米 的 专 业 帮 教 场 所 ，为

“阳光帮教计划”提供了最大保障。
阳光帮教既需要完善的硬件基础，

也依赖科学的帮教手段。滨海县检察
院组建了“检察人员+社工+心理咨询
师+志愿者”阳光帮教团队，创新开发

“社会关系图谱分析系统”，为每一名帮
教对象精准制定帮教方案，并通过引入
VR 技术模拟犯罪后果等，让法治教育
入脑入心。“帮教不是简单说教，而是科

学重塑。”徐运介绍，“我们总结了‘评估
—定制—跟踪—巩固’四步工作法，为
每一名帮教对象建立个性化档案。”正
是依托这套成熟机制，152 名帮教对象
无一再犯。

16 岁的周小阳因寻衅滋事被移送
滨海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
与公益社工组成帮教团队，对周小阳进
行心理评估后发现，周小阳本质善良但
自我价值感低，涉嫌犯罪系寻求自身存
在感。为此，帮教团队为周小阳量身设
计了“四个一”帮教方案，让周小阳跟随

“阳光导师”魏凯学习一项汽修技术，每
周学习一次法律知识，参与一次社区志
愿服务，由帮教团队的心理咨询师每月
对其进行一次心理辅导。帮教过程中，
团队成员持续跟踪问效，动态调整法律
知识宣讲重点和公益服务内容，并与汽
修厂老板多次沟通，确保周小阳真正掌
握汽修技能。

帮教期届满，周小阳向帮教团队交
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半年的时间里，
他先后取得汽修技能证书、志愿服务证
明。据此，该院对其不予起诉。曾经叛

逆的少年如今站得笔直，眼里有光。
滨海县检察院还联合当地公益组

织，创新打造“兴趣观护”模式，开展烘
焙、绘画、体能等社团活动为涉罪未成
年人构建健康社交圈。5 年来，该院依
托建立的 3 个专业“兴趣观护”基地，累
计开展帮教活动 120 场，帮助 17 名未成
年人掌握职业技能。

亲情：“阳光家长夜校”改善
亲子关系

“‘问题孩子’背后往往有‘问题家
庭’。”为此，滨海县检察院延伸阳光帮
教链条，对失职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
配套开设“阳光家长夜校”，引入专业家
庭教育指导老师。

在滨海县检察院“阳光家长夜校”
结业典礼上，小潘的父亲捧着“优秀学
员”证书，笑容洋溢在脸上。一年前，他
还是个对儿子不闻不问的“甩手父亲”，
直到收到检察院发出的督促监护令，改
变才开始。

小潘曾经是品学兼优的少年，但在

父 母 长 期 冷 战 的 环 境 下 逐 渐 迷 失 自
我。2023 年 2 月，他因一时鬼迷心窍盗
窃一部手机，2023 年 5 月被移送滨海县
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们以为给钱就够了。”在参加
“阳光家长夜校”学习后，小潘的父亲懊
悔不已，意识到陪伴的缺席才是孩子心
底最深的伤口。

在全家参与的“亲子沙盘治疗”游
戏中，当小潘用玩具摆出“一家三口围
坐吃饭”的场景时，久违的笑容出现在
每个人脸上。现在，小潘的卧室墙上不
仅贴着他的“五好学生”奖状，还有父母
的“优秀学员”证书。

2023 年以来，滨海县检察院累计
发出督促监护令 32 份，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 130 次。“每个孩子都值得爱，每
段青春都值得照亮。”这是写在“星愿
墙”上的话，也是所有未检人坚守的
信念。

“滨海县检察院联合学校、社区、企
业、公益组织共同打造未成年人‘全域
守护工程’。”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建
湖县天和生态农业合作社理事长鲁曼
在考察“阳光帮教计划”后表示，“正如
那 152 颗闪亮的星星，每个孩子都能在
法 治 阳 光 下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的 璀 璨 人
生。”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152名问题少年向阳新生

□本报记者 孟红梅 通讯员 石会鸟 葛佳佳

近日，由河南省宜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某涉嫌强奸犯罪一案开庭审
理。让人没想到的是，李某某的落网竟与当地医院的一名妇产科医生有关。

今年 2 月，宜阳县公安局接到了该医生的报告，称其在为一名 13 岁女孩检查身
体时，发现女孩已经怀孕，疑似遭受性侵害。公安机关将此线索通报给宜阳县检察
院，该院立即依法介入，协同公安人员开展调查并启动“一站式”保护机制，对涉案
未成年人一次性开展询问、检查等取证工作。通过询问，初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李
某某。

“这些年，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们在办案中发现，一
些部门仍存在应报不报、漏报等问题。”宜阳县检察院负责未检工作的副检察长吕
灿国告诉记者，为推进强制报告制度见行见效，该院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每
案必查”工作机制，要求承办检察官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同步开展
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情况倒查，确认是否存在应报未报等问题。

宜阳县检察院在办理郭某某强奸案中，通过倒查发现涉事学校有关老师在发
现学生遭受性侵后，既未向主管部门报备，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仅对涉案当事
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该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教育部门将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情
况纳入学校年度考核、定期通报。教育部门对涉案教师进行了追责，并组织全体教
师开展强制报告制度专题培训与学习。

为消除报告者的顾虑，保障制度落实，宜阳县检察院还督促行业主管部门、公
安机关、法院等对报告者信息予以保密。2024 年 6 月，该院主动向党委报告，推动
县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工作的决定》，
推动县委政法委牵头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联席会议制度，要求县监察
委、公安局、卫健委、教体局等 10 家单位和部门厘清职责、相互协作，共同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发现学生怀孕，医生及时报案

日前，四川天府新区（四川自贸区）检察院“天行健·新绿”禁毒团队成员走进天
府新区第五中学，开展“禁毒进校园”宣讲活动，同时就加强校园及其周边安全管理
进行座谈交流并实地开展隐患排查。 本报通讯员田洁丽摄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检
察院未检部门检察官走进辖区龙岗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在未成年人社
会化观护基地，以“法治森林”剧
场形式对数名未成年人开展临界预
防和沉浸式法治教育。

活动伊始，检察官向这些孩子阐
述了“法治森林”的意思——在现实
生活中，法治如同一片守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森林。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关
键时期，容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迷
失方向，通过走进“法治森林”，“脱
掉人格外衣—换上动物身份”的仪
式，可以在遵循森林法则的情境下重
新认识自我，打开通往“法治森林”
的大门。

据了解，法治剧本以“森林中的
未成年人多次盗窃涉法行为”为主
题。在剧本演绎过程中，孩子们戴
着动物面具，化身“犯罪嫌疑人”

“被害人”“家属”“警察”等角色，
沉浸式演绎未成年人“初次越界—
再次作案—镣铐加身”三幕剧情。

在演绎过程中，检察官采用“演
—停—议”的模式，针对不同角色在
不同场景下的心理变化、行为动机、
法律认知进行深度提问，引导孩子们
自然生发对法律的敬畏，让他们深刻
认识到每个细微行为选择都是在塑
造不同的人生轨迹。

（本报记者周洪国 通讯员孙羽
中 罗林浩摄）

“法治森林”沉浸式普法

□本报通讯员 詹同春 王帅

“娃娃现在开朗多了，学习成绩也
赶上来了，多亏了你们。”日前，当湖北
省襄阳市襄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再次来
到被救助人小晴（化名）家中时，小晴
的 爷 爷 一 边 细 数 着 救 助 金 的 支 出 情
况，一边欣喜地向检察官介绍孙女的
近况。此次回访，检察官还将小晴在
学习、生活中面临的新困难、新需求记
录下来，为后续扶助打下基础。

小晴是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害人。

案件发生后，不满 14 周岁的小晴身体
和心灵受到了极大伤害，但因加害人没
有赔偿能力，小晴一直未获得任何赔
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2024 年 9 月，
襄州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在办理
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这一救助线索，第
一时间移交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

控申检察官立即前往小晴家中及
其所在村委会走访调查。经核实，小晴
自 9岁起便一直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
一家人依靠务农维持生计，生活很是拮
据。案发后，小晴的治疗费用又加重了

家庭的负担，原本阳光开朗、成绩优异
的她一度想要辍学。该院认为小晴一
家符合家庭“特别困难”的情形，遂迅速
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考虑到小晴居住地离检察院较远
且小晴的爷爷奶奶行动不便，电话沟通
效率较低，检察官决定上门帮小晴办理
司法救助手续。2024 年 10 月，检察官
来到小晴家中，进一步了解其实际困难
和需求，协调村委会办理司法救助所需
的证明材料。2025年 1月底，救助金顺
利发放。

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解了，如何抚
平小晴心灵的创伤、帮助她重新树立
对生活的信心？检察官邀请专业心理
咨询师为小晴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她
解开心结，早日融入校园生活。同时，
该院还联系妇联为其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和救助关怀。

“孩子之前一直想辍学，现在她变
化很大，不仅能主动融入集体，与同学
相 处 融 洽 ，学 习 积 极 性 也 提 高 了 。”
2025 年 4 月，在电话回访时，小晴的老
师向检察官介绍了小晴的转变。

一度想辍学的她有了明显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