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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小溪（化名）
整理：本报通讯员 刘迎迎 徐海艳

小时候，我也是个沐浴在阳光里的孩
子。直到 10岁那年，扣在父亲手上的镣铐击
碎了这一切。街坊邻里的窃窃私语，校园里同
学的讥嘲，伴随着一千多个被歧视、被孤立的
日子，仇恨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3 年后，父亲刑满归家，我错把偏袒当
铠甲，“有了靠山”的我立下誓言：“一定要
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某天，熟悉的嘲
讽再次刺破自尊，我第一次挥出拳头，尝
到了复仇的快感。原来拳头可以让我扬眉
吐气，从此，我成了派出所的常客。

2024 年 10 月，因多次打架斗殴，我被
送到山东一所学校接受专门教育。这里有
各种课程和游戏，老师和当地检察官经常
找我谈心。可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和我又
没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要相信他们？

光阴似箭，转眼在专门学校 3 个月了。
老师藏在严厉下的爱护，检察官每周二的
耐心疏导，打破了我的“防护铠甲”。我逐
渐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世界，也打开了尘封
的童年里的回忆。

2025 年 1 月，检察官阿姨和花径教育
“春雨公益计划”青少年心灵成长营老师
一同来到我们学校。第一天，破冰游戏、观
看电影，让我觉得挺好玩的，和老师也熟
悉起来了。第二天，“委屈的自己”分享会
上，老师让我们挨个上去分享自己最委屈
的一件事。我看着旁边的检察官阿姨，说：

“ 我 不 想 上 去 ，也 不 想 让 别 人 知 道 我 的
事。”她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肩膀上的手，
带着无声的力量，我开始轻声诉说……

“你看外面小河里的冰融化了，路边的
柳树也快发芽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切都会
过去，你值得拥抱一个美好的春天。”老师
温柔的话语，给了我新生的信心。

检察官阿姨问我：“有没有想过自己将
来干什么？”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以
后的人生了：不能活在别人的言语里，拳头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要让别人从心底
尊重我、认同我，要成长为一名对社会有用
的人。

2025 年 2 月，爸爸妈妈来学校看我，我
抱住他们说：“我知道错了，我一定会改。”爸
爸说他理解我，也相信我一定会越来越好。
离开学校后，在检察官阿姨的帮助下，我开
始到县城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农历二月二那
天，按照家乡风俗，我给爸爸妈妈理了发，还
把照片发给了检察官阿姨。我告诉她，我开
始喜欢这个春天，我的人生有了方向。我还
学会了腌萝卜，把第一罐送给检察官阿姨，
请她品尝我努力的成果。

我开始喜欢这个春天

“收音机前的您有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保护法、青少年
安全自护自救常识等方面的问题需
要咨询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当中……”近日，已走出“隔空猥亵”
阴影的未成年人阳阳，再次听到《关
爱明天 普法先行》特别节目主持人
的声音，一时间感慨万千。在她看
来，这个节目犹如一道温暖的光，照
亮了她的生活。“现在再听案例分
析，那些曾让我蜷缩在角落的恐惧，
已经变成了保护自己的铠甲。通过
这个节目，我才明白原来法律条文
里 藏 着 的 ，是 能 让 我 挺 直 腰 板 说

‘不’的力量。”
《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特别节

目是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寻真护
未”未检团队与侯马市融媒体中心
合作推出的一个访谈式青少年普法
节目，开播至今已近 4年。

“我们始终相信法治教育是送给
孩子们最好的成长礼物。节目开播
以来，我们也真切感受到法治教育越
来越受孩子们欢迎，比如有些曾经认
为‘法律离自己很远’的孩子，现在会
主动在节目的留言区分享身边的法
治小故事。而热线中关于如何应对
网络诈骗、校园安全保护的咨询量逐
年上升，既反映了青少年法治需求的
变化，也说明我们的节目正在成为他
们成长路上的‘法律伙伴’。”该节目
主持人告诉记者。

点亮未成年人成长微光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通讯员 陈纪君

□本报通讯员 申恬 葛明亮

“你在考验期内表现不错，我院
决定对你作不起诉处理。往后的日
子，要遵纪守法，好好生活。”近日，
在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励志园”的

“知心奶奶”谈话室，该区检察院未
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向 17 岁的
小陈宣读不起诉决定书。一旁的蔡
松英奶奶嘱咐小陈：“回去后遇事多
和父母商量，也可以随时找我聊天
谈心，奶奶永远是你的朋友。”小陈
点点头，在检察官和蔡奶奶的目送
下走出谈话室，踏上回家路。

小陈是“知心奶奶”谈话室接待
的第 39 个孩子。2024 年，小陈因涉
嫌盗窃罪被检察机关作附条件不起
诉处理。接受帮教期间，小陈情绪
波动很大，成为重点关注对象。“通
过我院涉罪未成年人帮教检务管理
系统数据，我们发现小陈情绪不稳
的症结在于亲子关系破裂和自我价
值感缺失。”为此，检察官将小陈送
到了“知心奶奶”谈话室。

在“知心奶奶”谈话室，蔡奶奶
没 有 急 于 向 小 陈 追 问 案 情 ，而 是
递 上 一 本 泛 黄 的 笔 记 本 ，里 面 密
密麻麻记录着 22 年来她帮扶过的

少 年 故 事 。“ 你 看 ，这 个 孩 子 曾 经
打架伤人，现在成了外企的主管；
这 个 姑 娘 是 个 孤 儿 ，现 在 已 经 上
了大学……”随着小陈一页页地翻
动 ，蔡 奶 奶 详 细 介 绍 笔 记 本 记 载
的 故 事 。 小 陈 突 然 哽 咽 道 ：“ 奶
奶 ，我 爸 妈 总 说 我 这 辈 子 完 了 。”
蔡奶奶轻拍他的手背：“只要真心
想学，都来得及，笔记本上的这些
孩子就是你的榜样。”

蔡奶奶凭借多年青少年志愿帮
扶 工 作 的 经 验 ，迅 速 打 开 小 陈 心
扉。她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
检察官反馈：“这个孩子的情绪问题
来自家庭，他一直活在父母的负面
评价中，找不到自我价值在哪里。”
这场“代际对话”也印证了检察官在
办案和社会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为了化解小陈和父母之间的隔
阂，检察官和蔡奶奶带他来到“励志
园”植物疗愈基地，共同认领、照料
植物，让他在满目绿色中接受熏陶、
修复心理、平复情绪。眼见小陈与
父母的关系逐渐改善，检察官和蔡
奶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我们既要关注他的家庭关系
修 复 ，也 要 想 办 法 帮 助 他 融 入 社
会。”蔡奶奶和检察官的想法不谋而

合。在他们的引导下，小陈开始投身
公益，用行动反哺社会。他定期前往
福利院，为困境儿童阅读绘本，与孤
寡老人聊天；他参加图书馆义务劳
动，协助整理书籍、分类上架；他加入
环保志愿者队伍，清理街道垃圾、参
加社区植树。在这些活动中他逐步
找回自信，学会负责与担当。

“励志园”亲子活动日当天，小
陈的父母看到他专注干活的模样，
忍不住热泪盈眶，感慨道：“没想到
我的孩子也能这么好。”

蔡 奶 奶 是 全 国 知 名 志 愿 组 织
“知心奶奶”的一员，“知心奶奶”主
要从事青少年心理疏导和困境儿童
帮扶工作。上文提及的“励志园”是
崇川区检察院倾心打造的青少年观
护教育基地。基地建立后，该院在
帮教涉罪未成年人中发现，仅凭“检
察官+司法社工”的帮教模式，难以
全面破解涉罪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
失、重新融入社会困难等问题，便主
动寻求社会力量支持，聘请多名“知
心奶奶”担任特邀检察官，并在“励
志园”里设立“知心奶奶”谈话室。

小陈的故事背后，是崇川区检
察院的“法律约束+情感引导”立体
化帮教模式的探索。“知心奶奶”以

独特的亲和力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与涉罪未成年人建立情感链接，为
他们提供精神支撑和人生指引，这
种情感引导弥补了法律刚性约束的
不足，成为检察机关帮教工作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截至 2025 年 2 月，
该院联合“知心奶奶”团队已成功帮
助 39 名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
会，其中 5 人复学、10 人稳定就业。
在蔡奶奶看来，未成年人保护光靠
哪一家都不行，“检察机关搭台，我
们唱戏很有必要，共同奔赴，形成合
力，孩子们一定会更好。”

“‘知心奶奶’这样的志愿团队
是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中的
重要力量，我们需要更多关心青少
年成长的社会力量加入。”检察官
说。目前，崇川区检察院正在积极
整合区域力量，联合民政、团区委等
多部门入驻全新改造升级后的“励
志园”，与区妇联共建家庭教育指导
站、开设亲子课堂，联合人社等部门
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就业指导和岗
位推荐。除了“知心奶奶”，政法老
干部中的“大手拉小手”志愿者、爱
心企业等一批优质社会公益资源也
被“链接”到“励志园”这个未成年人
综合司法保护“同心圆”中。

携手“知心奶奶”立体化开展帮教工作

2022 年 6 月，侯马市检察院“寻
真护未”未检团队办理了一起聚众
斗殴案件。未成年人小明为了哥们
儿义气参与打群架，并拿砍刀将另
一 名 未 成 年 人 砍 伤 ，致 对 方 轻 微
伤。公安机关将小明以涉嫌聚众斗
殴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考虑
到小明还是未成年人、系一时冲动
伤人，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为一年。

通过开展社会调查 ，“寻真护
未”未检团队检察官了解到，小明的
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得知孩子“出
事”才匆匆赶回老家。小明父母在
陪伴小明接受讯问时，竟然冲儿子
大声吼叫：“以后再也不管你了，你
跟那些混混们过吧。”对此，小明无
比委屈和愤怒：“你们从小就没管过
我，现在凭什么教训我？！”

毫无疑问，家庭教育长期缺位
是导致小明涉罪的重要原因。侯马
市检察院及时向小明父母制发督促
监护令，检察官与社工一同对他们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劝他们转变教
育理念，将对孩子的科学管教和用
心陪伴放在首位，帮助孩子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小明父母这
才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主动辞掉
了外地的工作，决定多陪伴孩子成
长，并积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学到
许多与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

经过一年的帮教与家庭教育指
导，小明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缓解了，
那个曾经的刺头少年变成了会帮母
亲做家务的阳光男孩。2023 年 6 月
28 日，小明顺利通过考验期，被侯
马市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家庭教育说简单很简单，说难
也很难。“我们两口子文化程度低，

哪知道教育孩子还有这些门道啊！”
在一次回访中，小明母亲无意的一
句叹息像一根刺扎进了检察官的心
里——多少家庭因为“不会爱”而走
向悲剧？

如 果 将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工 作 普
及，是不是可以挽救更多的家庭？
想到这里，检察官先后拨通了侯马
市关工委、侯马市融媒体中心工作
人员的电话，希望能在《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节目中融入家庭教育指
导内容，引导家长们树立“依法带
娃”责任意识，掌握“倾听式沟通”

“边界式教育”等实用技巧，从“家庭
监护缺位”走向“亲情陪伴到位”。

彼时，《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节目
已经播出一年多了，每两周一期，主要
通过“案例解析+专家访谈+互动问答”
的形式，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重点法
律进行宣讲。这次“灵光一动”的沟通
协作，让家庭教育指导借由电台广播
的“声音翅膀”飞向千家万户，不仅打
造出可听、可感、可互动的“移动课
堂”，更有效填补了基层家庭教育指导
在大众化传播方面的实践空白。

4个月后，“寻真护未”未检团队邀
请到了山西省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副主任刘海波做客直播间。父母如何
才是真正爱孩子？如何通过做实家庭
保 护 有 效 预 防 未 成 年 人 违 法 犯
罪？……结合当下社会关注的家庭教
育热点、痛点和检察机关办理的典型案
例，刘海波向听众娓娓道来。针对听众
的疑问，检察官们变远程“出诊”为现场

“开方”，使法治精神“声入人心”。
“寻真护未”未检团队负责人曹

琳说：“这场始于一名母亲叹息的普
法升级，如同春雨浸润晋南大地，在
侯马开出家庭教育指导的新绿。”

一声叹息促使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普法节目

编 后

“你们从小就没管过我，现
在凭什么教训我？！”涉罪未成
年人小明（化名）对父母的这句
怒吼，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压抑、
委屈和难过、痛苦。“哪知道教
育孩子还有这些门道啊！”经过
检 察 官 和 社 工 的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小 明 母 亲 发 出 一 声 叹 息 。
这声叹息，让山西省侯马市检
察院检察官意识到当前家庭教
育的堵点——很多父母“不会
爱”，进而将家庭教育指导融入
该院与媒体共同打造的青少年
普法节目，让更多家庭远离因
为“不会爱”造成的悲剧。

父 母 如 何 做 到“ 会 爱 ”孩
子？从山西侯马和江苏南通两
地检察机关的做法，不难探寻
一些“关键点”。比如，父母转
变教育理念，将对孩子的用心
陪伴放在首位，随时关注孩子
的情绪感受，陪伴孩子面对种
种成长的烦恼，而不是只关注
孩子的学习成绩；父母学会理
解孩子、尊重孩子，允许孩子如
其 所 是 ，而 不 是 动 辄 批 评 、指
责、否定、嫌弃甚至辱骂、殴打；
父母学会欣赏孩子，多发现并
赞赏孩子的闪光点，帮助孩子
树立自信、积极向上；等等。

可 是 ，生 活 中 有 太 多 父 母
“不会爱”。也因此，检察机关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联合妇联、
社工组织、媒体等部门、机构，
携手社会力量为父母“依法带
娃”提供支持，推动家庭教育促
进法落实落细，意义不凡。我
们期待更多父母受益于家庭教
育指导，真正做到“会爱”孩子。

（荣晓月）

让更多父母“会爱”孩子

“我妈妈在菜场卖鱼，总错过
直播，能出本书吗？”在《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节目直播平台上，这条
留言引发了“寻真护未”未检团队
检察官的深思：广播节目受众范围
广，但因为是直播，很多务工家长
没法及时观看。

应该编写一本法治教材，让更
多的家长和孩子从中受益。为此，
2024 年 3 月，团队派人到辖区学校
进行调研。“小美爸爸喝完酒就打
人……”“涛涛总是欺负我们，还给
我们起难听的外号……”孩子们七
嘴八舌的倾诉令检察官们非常感
慨：“过往的普法宣传往往取材于
检察机关所承办的案件，涉及问题
有限，但是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孩
子们所面临的实际困惑更多。”

不久，团队主动联系辖区一
所小学的负责人，就联合编写法
治教材进行沟通。2025 年 1 月，凝

结着检校智慧的法治教材 《法治
护航 快乐成长》 正式面世。该教
材分依法治国、知法守法、家校
联动、融入社会四个主题，每个
主题设计“法案瞭望塔”“法治大
讲堂”“法治留言板”“法治动起
来”四大板块，以具有典型性的
法治故事为开端，结合法律知识
以 及 同 学 们 日 常 遇 到 的 法 律 问
题，同步设置操作性强的法治游
戏，让同学们在轻松活泼的学习
氛围中提升法治意识。

2025 年 3 月 31 日，在第 30 个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
侯马市检察院 12 名法治副校长带
着这本法治教材，走进辖区中小学
校普法。该市建工路小学的董老师
说：“这本教材让学生在游戏中就能
体验社会场景中的法律应用，这种
将法治思维转化为生活能力的设
计，真正实现了‘书本小天地’与‘社

会大课堂’的‘无缝对接’。”
以检察匠心打磨普法利剑，用

热爱传递法治火种。近年来，“寻
真护未”未检团队从线下普法到云
端课堂，从单兵突进到协同共治，
累计普法 130 余次，提供法律援助
30 余次，开展观护帮教 40 余次，制
发督促监护令 63 份，助力 14 名罪
错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寻真
护未”也在山西省检察机关未成年
人检察“一院一品牌”创建活动中
被评为“十佳未检品牌”。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一次留言催生一本法治教材

“阿姨，我能去打工赚钱吗？”
2023 年 3 月，在一次节目互动中，一
个叫欣欣的小姑娘的提问引起“寻
真护未”未检团队检察官的注意。
为了解详情，检察官约欣欣和她妈
妈一起到侯马市检察院接待室。

原来，欣欣的父母在其 3 岁时
协议离婚。之后 7 年，父亲屡次拒
绝支付抚养费，欣欣由母亲柴某一
人抚养，母女二人生活渐入困境。
看到妈妈日渐衰老，欣欣很心疼也
很害怕，她想替妈妈承担一部分生
活重担。

检察官告诉柴某，根据法律规
定，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
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
抚养费。柴某母女可以通过到法院
起诉，要求欣欣父亲支付抚养费。

听了这话，欣欣急切地问：“真
能让我爸付抚养费吗？”检察官微笑

着点头，无意中却看到柴某摇头叹
息。原来，柴某文化程度低，也不太
懂法，她担心自己打不赢官司。

“别怕，还有检察院呢！”检察官
告诉她们，如果起诉有困难，检察机
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这时，柴某紧
锁的眉头才舒展开，眼神也坚定了。

柴某决定为女儿争取合法权
益，同时请求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随后，侯马市检察院向法院递交支
持起诉书，建议法院根据离婚协议
判决欣欣父亲支付抚养费。法院
判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
意见，责令欣欣父亲支付之前拖欠
的抚养费 6 万元，并自 2023 年 3 月
起按月支付抚养费 1000 元，直到欣
欣成年。

“当这个孩子把打工赚钱当作
分担生活重担的选项时，折射出的
是其父亲抚养责任的缺位。支持

起诉不是简单的文书递送，而是要
帮当事人算清‘法律账’，抚平他们
心里的‘担忧结’。我们多走的这
一步，就是让父母懂得‘离婚不离
心，养娃是法定’，让孩子知道‘我
的未来有法律托底’。”谈及此案，
侯马市检察院分管未检工作的副
检察长张佐廷感触很深。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涉及孩子们
成长的方方面面。每当接触到困境
儿童保护线索，“寻真护未”未检团
队 总 是 化“ 被 动 受 案 ”为“ 主 动 保
护”，立足检察履职的“原点”不断延
伸司法保护触角，开展多元化帮扶，
为困境儿童点亮“希望之灯”。

如今，欣欣书桌上的台灯总亮
到深夜。曾想辍学养家的她已立
志考政法大学，将来要像检察官阿
姨一样，用法律呵护像她一样遭遇
困境的孩子。

一场互动挽救一个困难家庭

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寻真护未寻真护未””未检团队负责未检团队负责
人曹琳人曹琳（（图右图右））参加参加《《关爱明天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普法先行》》节目直播节目直播。。

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山西省侯马市检察院“寻真护未”未检团队调查了解欣欣（化名）父亲
拒不支付抚养费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