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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正式施行。近年来，留守儿童、校园欺凌、未成
年人网络沉迷等相关问题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受
到关注。新法补齐了现有法律中的短板，最大限度地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中，既有很多立法亮点，也有不少执法难点，
更对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齐抓共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次新法首次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由民政
部门承担。为进一步做好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宁波
在全省率先调整成立了宁波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
会，并开通了1234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在5月28日举
行热线开通仪式。全新的12345宁波市未成年人保护热
线设有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的四大功能，即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咨询服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服
务；受助流浪未成年人心理疏导、情绪抚慰等服务；未成
年人求助转介帮扶服务等，同时将受理各类未成年人保
护相关咨询、求助、投诉、举报。

事实上，近两年在宁波诞生了一个新兴岗位，叫“儿
童主任”。儿童主任的职责是通过全面排查、定期走访等
形式及时掌握孤儿、留守和困境儿童家庭、监护、就学等
基本情况，实施动态监测，并根据困难儿童及家庭的实
际需求提供各方面帮扶支持。截至11月底，全市共设有
村（社）儿童主任2885名。这些儿童主任入户探访、个案
帮扶，促使困境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针对本轮修法增设的“网络保护”专章，宁波市教育
局在出台的《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五项管理”工作的通
知》中，涉及手机使用问题，再次明示禁令划“红线”。这
点，宁波已有一些学校走在前列。如惠贞书院对于因特
殊原因需要带通讯工具的学生，老人机、电话手表等非
智能手机，进入校园需由监护人填写申请表，经批准后
方可带入校园。手机关机后统一放置在教室内的“手机
保管箱”。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引入“电子学生
证”。这个电子学生证具有通话功能，能够储存三个亲人
的电话，并能够省内定位。宁波第七中学老师以手机为
主题开展主题班会，通过心理情景小剧场导入，引发学
生对手机使用的思考。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所有学生，
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
需求的，须经学生家长同意，进校后手机交由老师统一
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开通1234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今年 6 月 1 日，本报
就 监 护 人 责 任 、校 外 培
训、网络保护、性侵预防、
校园欺凌等社会关注的
热点问题，汇同社会各界
人士进行了探讨，记者也
受到了一定的启发。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直
面突出问题，回应社会关
切，增强了法律刚性，让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法
可依，彰显着积极的社会
现实意义。但一味的“堵”
还不够，家长以身作则也
很重要。家庭是孩子人生
的第一课堂。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的施行，意
味着家庭教育将走出“家
门”，从关起门来解决的

“私事”成为全社会共同
关注并参与的“公事”。我
认为，在呼吁动员更广泛
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时，
还应提升家庭教育培训
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建设
更专业更合理更细化的
课程体系，帮助家长学习
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在这样的目标下，我们还
有很多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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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素养课现场。记者 张培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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