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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提着小篮子，扛起小锄头，兴致勃勃地来到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采
收今年3月亲手种下的土豆。

当天，大家还动手把土豆烹饪成一道道美食，在劳动教育中迎接“六一”节的到来。 （徐能 忻之承 摄）

记者 伍慧 通讯员 胡青蓝

“每期一个事实议题，孩子们
分组 PK。一本正经侃侃而谈的她，
是我所不熟悉的⋯⋯”前段时 间 ，
中河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林子汕
参 与 了 街 道 组 织 的 “ 儿 童 观 察
团”讨论活动后，她妈妈很开心地
在朋友圈“晒”出了这段话。

按照国际 《儿童权利公约》 标
准，我市 18 周岁以下儿童有 144 万
人。在 2022 年全面启动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以来，宁波正积极努力地
让“儿童友好”惠及每一个孩子。
通过实施“宁波儿童友好·光合计
划”，构建“树目标、铸体系、分
时序、明标准、理场景、谋特色”
六个维度工作体系，将“光合计
划”打造成为具有宁波辨识度的体
系 化 发 展 路 径 。“ 我 在 宁 波 拥 抱
你”成为城市和孩子对友好未来的
共同畅想和期待。

一年来，我市打造“家门口”
入托工程，新增托位 8229个、新增
学位 4.47万个，完成全市 60多万中
小学生脊柱侧弯普查，干预治疗近6
万人次；建成最美上学路 100余条、
建设妇女儿童综合服务驿站 209个，
建成市级以上示范儿童之家190家。

“近年来，我们在全省首推儿

童友好地铁专列、商圈，建设全龄
段、无动力儿童专类公园、高铁站
儿童等候区，‘甬有善育’‘甬有优
学’等入选 2022 年宁波 10 件民生
实事项目，29 个社区被认定为宁
波 市 首 批 儿 童 友 好 社 区 。 今 年 4
月，宁波成功入选第二批建设国家
儿童友好城市名单。”宁波市妇联
相关负责人说。

在东海之滨的四明大地上，一
米高度、儿童友好，正成为越来越
多人的共识和行动。

走进镇海区骆驼街道“友伴·
新晨”儿童友好邻里中心，满满的
儿童友好设计风格扑面而来。作为
镇海首个儿童友好主题的邻里中
心，这里为孩子们量身定制儿童会
客 厅 、 儿 童 剧 场 、 一 米 读 书 角 、
mini 直播间、24 小时城市书屋等
空间场景。“中心集休闲娱乐、读
书交友、社团活动、公益直播等于
一 体 ，‘ 一 站 式 ’ 满 足 儿 童 在 安
全、社交、娱乐、学习、休闲、实
践体验等方面的需求。”新晨社区
党总支书记林琳说。

去年，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挂
牌成立“儿童友好病区”，对病区
公共区域、病房等进行适儿化改
造，将儿童友好的理念贯穿于病区
的每个角落。“充满童趣味的硬件

设施，拉近了病区与患儿之间的距
离，有效缓解了儿童来院时的恐惧
心理及家长们的焦虑情绪。”该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实，儿童友好的理念不仅
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
倾听儿童的心声、尊重他们的想
法上。

“ 今 年 亚 运 会 的 举 办 地 在 哪
里？举办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能
为亚运做什么？”⋯⋯就在刚刚过
去的 5 月，小朋友在鄞州区万象汇
四楼进行了一番火热的“探讨”。
据了解，针对民生关注度较高、儿
童权益关联度较高的事项，鄞州区
中河街道以每月一次“儿童观察
团”的形式鼓励儿童开展调研和讨
论，为学校和社区建设献计献策，
提升儿童表达能力及团队合作精
神，培养儿童社会责任感，探索

“儿童带动家庭、家庭赋能街区”
的基层治理路径。

“‘儿童观察团’的形式可以
鼓励儿童畅所欲言地自由表达，培
养他们的小主人翁意识。从儿童的
视角看问题，才能让发展更有温
度，让儿童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培育了形式多
样 的 ‘ 儿 童 观 察 团 ’ 100 余 个 。”
市妇联有关负责人说。

让“儿童友好”惠及每一个孩子

一米视角听“童声”，我在宁波拥抱你

让阳光照进“隐秘的角落”
我市探索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陈璐萍 蒋杰

今天是“六一”儿童
节。在少年儿童欢庆美好节日的

时候，我们想要关注的话题似乎有些沉
重——在隐秘的角落，一群失足少年因为误入

歧途而深陷人生的低谷。
如何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帮助这些少年

重拾信心、重见彩虹？在海曙，正在探索
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模式

或可给我们一些启发。

今年 2 月 23 日，市公安局海曙
分局将一起未成年人涉案的案件移
送海曙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被告人
是 2005 年出生的小桃和 2006 年出
生的小果，她们在某酒店公寓内盗
走 一 部 价 值 8000 多 元 的 手 机 后 ，
又进行了销赃。

正值花样青春的少女，为什么
会误入歧途？

据了解，小果的老家在江西，
父亲家暴，父母离异，由奶奶抚养
长大。初二时，小果与老师争吵，
被老师打骂而退学，来到宁波投奔已
再婚的母亲。母亲让她学一门技术，
她觉得辛苦，之后离家出走。

小桃是本地人，父母曾经离
异，后又复婚，爷爷奶奶对其非常
溺爱。去年暑假，小桃的父亲在管
教她的过程中存在打骂行为，致其
离家出走，从此夜不归宿。

“ 父 母 关 系 不 和 、 离 异 、 打
骂、溺爱、离家出走⋯⋯这些词
语，往往是这些‘失足少年’经历
中相似的标签。不少父母没有处理
好家庭关系，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又习惯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反而容
易让孩子走向极端。”海曙区检察院
检察官王英说。

一头短发、个性直爽的她，此
前已从事未成年人精准帮教工作
10 多年。“这些年，未成年人保护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持续加
强、成效明显，未成年人犯罪总体
数量有所下降，但犯罪低龄化等问
题不容忽视。”

在王英看来，青春期的少男少
女自带“叛逆”性格，因此，原本
亲子关系中固有的短板，往往以更
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 看 似 屡 教 不 改 的 ‘ 失 足 少
年’背后，不良的家庭环境、不当
的监护方式，才是未成年人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或受到不法侵害的
深层次原因。”王英说。比如，近
一半的涉案未成年人未与父母共
同生活、脱离家庭监护，近 80%
的案件存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放
任、打骂体罚等家庭教育方式不当
问题。

去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也
让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
事”，各地积极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工
作规范化、专业化、社会化。

随即，海曙区委政法委牵头出
台了 《关于共同构建海曙区涉案未
成 年 人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中 心 的 意
见》，明确派出所要第一时间将符
合 《意见》 规定的涉案未成年人情
况通知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由中心
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和专业社工、
心理咨询师、大学生志愿者等全程
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帮教工作。

“我们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
中心的介入，给父母一个纠正自我
问题、修缮家庭教育的机会，唤起
家长对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视，进而
引导、规范家长的教育方式，督促
其正确履行家庭监护职责。”海曙区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

“隐形”监护缺失
近八成案件存在监护人教育不当问题

染了漂亮的头发，打了唇钉，
看上去很“潮”——这是青少年司
法社工小徐对小田的第一印象。今
年 2 月，小田因为盗窃罪被抓，面
谈之后，徐社工发现其家庭教育存
在很大的问题，亟须专业人员介入。

“父母离婚又复婚，强支配型
人格的父亲使小田产生不安、恐惧
等情绪，对于家庭严重缺乏安全
感，继而将情感寄托到社会上，多
次离家出走、失联，在对待男女关
系时出现了错误认知。”徐社工说。

2 月中旬，南门检察室对小田
开展训诫，同时联系了其父母。父
女之间一开始依旧存在极强的抵触
情绪。之后，社工与小田父母保持
频繁的联系，同时开展家庭亲职教
育。一方面共情理解小田父亲的付
出，稳定其情绪；另一方面循序渐
进地引导小田父亲，让小田更多地
感受来自家人的关心和理解。

如今，小田已经重新回归家庭
生活，在家附近找了一份稳定的工
作，父女矛盾也缓和了。

“重塑”亲子关系
接受教育的对象除了孩子还有父母

“ 王 检 察 官 ， 我 真 的 太 开 心
了，小甲居然给我送母亲节礼物
了，还是一份奖状。他在第一次中

考模拟考试中表现优秀，被评为
‘精神小伙’，这是我这辈子收到的
最好礼物⋯⋯”

给孩子更多的成长机会
一年间为43件个案50人提供帮助

目前，海曙区正在探索联动公
检法司和相关单位，打造刑事诉讼
全流程的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体系。其中，根据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行为和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的严重程度，由办案人员和不同的
专业团队探索分级分层的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评估和干预。

第一层级干预：办案人员+志
愿者团队。主要针对被公安机关做
出行政处罚、检察机关做出不捕不
诉决定的案件中，家庭教育存在问
题较轻微的案件。由办案人员对相
关家庭进行训诫，让家长参加相关
的家长课堂、未成年人参加相关的
法治课或者团体辅导。随后由律师
妈妈对接家长、宁波大学生志愿者
对接未成年人，在中心的指导下开
展 1～3 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和未
成年人矫治工作。

第二层级干预：办案人员+司
法社工。主要针对检察机关做出附
条件不起诉、起诉后判处缓刑或者

实刑的案件中，父母存在严重的监
护意识不强、教育能力严重缺乏、
亲子关系差的家庭，由办案人员+司
法社工组成团队，对相关家庭开展
3～6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干预工作。

第三层级干预：办案人员+司
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对于存在严
重家暴给未成年人造成严重心理创
伤等家庭，分别为每个家庭制定为
期 6～12 个月的 《涉案未成年人家
庭 教 育 指 导 计 划》， 由 心 理 咨 询
师、司法社工等专业人员进行干
预。办案人员在每个月月底召开联
席工作会议，与参与各方一起训诫
父母和未成年人，评估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成效。

“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得到父
母的爱，也没有一对父母不关心自
己的孩子。我们希望架起双方沟通
的桥梁，让父母学着成为合格的父
母，让孩子逐渐稳定情绪，体谅父
母的艰辛，重新恢复家庭往日的温
馨。”徐社工说。

今年母亲节前夕，王英收到
了来自个案帮扶人、小甲妈妈的
短信。而就在一个月前，15 岁的
小甲还因为多次涉嫌盗窃的违法
行为出入城区各大派出所，让派
出所的同志连连摇头。

在检察官、司法社工、家庭
教育指导师的共同努力下，小甲
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自父
母离婚后，他就非常心疼自己的
妈妈。这几年因为疫情，感觉妈
妈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想着自
己 已 经 是 个 男 子 汉 了 ， 小 甲 想

“赚钱”帮妈妈减轻负担。
了解情况后，司法社工和家

庭教育指导师分别对小甲和他的
妈妈进行了精准帮教，心理咨询
师也参与进行了亲子关系修复和
亲子交流模式矫正。

真正认识到错误后的小甲 ，
也 对 妈 妈 说 出 了 自 己 的 心 里
话。目前，他正在妈妈的鼓励下
抓紧时间复习，迎接即将到来的
中考。

王英告诉记者，对于小甲这
样的未成年人来说，一旦类似的
行为得不到纠正，16 周岁以后就
会面临行政拘留的实际执行，再
严重一些将构成犯罪，如果违法
犯罪行为延续到 18 周岁以后，就
会留下案底伴随其一生。

“提前介入、帮助他们重塑亲
子关系，可以让他们更早地摆脱

致 罪 因 素 ， 改 变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 从 而 回 归 正 常 生 活 。 而 且
我 们 始 终 相 信 ， 涉 案 的 孩 子 和
父 母 之 间 是 彼 此 相 爱 、 关 心 对
方的。”王英说。截至目前，海
曙 区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中 心 共 办理
涉案未成年人个案 43 件 50 人，有
一些像小甲这样的失足少年最终
把握住了机会，重新走上了人生
的正道。

与此同时，王英也坦言，“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未成年人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的 背 后 原 因 很 复
杂，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在
养育子女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
复制上一辈教育他们的方法，而
这 些 教 育 理 念 、 教 育 方 式 的 改
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 此 ， 海 曙 区 正 计 划 出 台
《海曙区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指引》 和评估、干预工作
流 程 体 系 ， 同 时 进 一 步 联 动 妇
联、民政、教育等多部门，将家
庭教育指导拓展延伸到更前端，
强化诉源治理，提升家庭教养能
力和监护能力。

“家庭教育指导作为一项系统
性工程，是家庭、学校、社会协
同育人机制的组成部分，需要大
量的志愿者团队和相关社区单位
的支持，在此也呼吁社会各方力
量的共同参与。”海曙区检察院相
关工作人员说。

◀心理咨询师为孩子提供辅导和帮助。

（受访者供图）

▲王英检察官当面向孩子送上鼓励的话语。

▲检察官和警察联合训诫小田及其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