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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内涵，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郏县人民检察院结
合办案实际，探索成立了未成年人流动
心理健康服务站，并于12月2日在该县
新城学校举行了启动仪式。市关工委、
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等
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启动仪式。

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
赵振帮说，郏县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流
动心理健康服务站在全省检察机关尚
属首例，标志着一个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和法制心理教育及社会化犯罪预防新平
台的诞生。

据郏县检察院检察长孙军伟介绍，
未成年人流动心理健康服务站的设立是
该院坚持案前预防与案后帮教融合，打
造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无缝衔接体系，在
心理服务方面的具体举措，对于推动工
作对象由点到面、工作方法由惩到教、工
作格局由散到聚具有积极作用。

近日，记者走进郏县检察院，对该院
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了采访。

新闻背景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在当前深刻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全方位、
全覆盖地关爱保护未成年人，是社会各界的
共同责任，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

近年来，郏县检察院按照上级党委和
上级检察机关的要求，切实把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在依法打击涉及未
成年人犯罪的同时，高度重视案前预防与
案后帮教融合，提出了打造未成年人观护
帮教无缝衔接体系的工作目标，从时间上、
空间上、内容上、人员上建立健全了未成年
人保护立体化工作模式，收到了明显成效，
得到了相关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其中一些创新工作举措更是为开展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作案手
段成人化、暴力化倾向明显，极端事件频
发，加上拐卖、虐待、遗弃、性侵未成年人的
刑事案件时有发生，一经披露即成为社会
热点。在此背景下，作为检察机关，在办理
未成年人案件时需要遵循“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针，坚持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
机制，建立少年司法一条龙体系和社会化
帮教预防一条龙体系。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既是一
件事关民族未来的“希望工程”，也是一件
牵涉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因此，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一是要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惩处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对未成年人性侵害、拐卖、绑
架、遗弃、伤害、虐待以及教唆、胁迫、诱骗、
利用未成年人犯罪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犯罪，依法从严从快
批捕、起诉，建议法院从重处罚。

二是要依法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合
法权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询问和调查，避
免发生二次伤害。对案件中涉及未成年被
害人的身份信息等，都要严格保密。加强
与司法、民政、教育、卫生等部门和未成年
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和协作，推动落实法律
援助、司法救助、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经济
帮扶等综合救助工作。

三是要严格落实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保护的特殊制度。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
人刑事案件时，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前
提下，要按照有利于未成年人和适合未成
年人身心特点的方式进行，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四是要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
救。加强与综治、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民
政、学校、社区、企业等方面的联系配合，建
立多元化帮教基地，以农村留守、失管、家庭
困难等涉罪未成年人为重点，通过组织涉罪
未成年人学习法律知识、参加公益劳动、学
习生活技能，加强心理疏导和矫治等多种途
径进行帮扶教育，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五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
的法律监督。加大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监督
力度，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是要适应检察机关内部保护未成年
人联动机制。检察机关各部门在工作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中有无人照料
的未成年人，或者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保护方面存在漏洞和隐患，应当及时通知
并协助未检部门干预，防止在检察环节出
现真空地带。

七是要加强同其他司法机关之间的衔
接配合。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
院、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司法机
关之间的日常沟通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未
成年人刑事司法问题。

八是要积极推进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
体系建设。促进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学
校保护、社会保护的紧密衔接，形成保护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救助困境儿童、挽救失足
未成年人以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
工作合力。

九是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认真落实
执法办案三个层次目标要求，延伸检察职
能，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配合有关政
府职能部门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
为未成年人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十是要坚持“送法进校园”常态化。落
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对未
成年人全面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的基础上，
重点对农村中小学生、城乡接合地带的社
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法
律宣传教育。

我们将在平顶山市委、郏县县委和平
顶山市检察院的领导下，以更加坚定的信
念、更加饱满的热情，按照“重在持续、重在
提升、重在落实”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做好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为建设美丽鹰城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郏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孙军伟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众所周知，郏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农业
人口占全县总人数的85%以上。近年来，随着
劳务经济的持续发展，该县外出务工人员不断
增多，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突出，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任务艰巨而繁重。

针对这一状况，2013 年下半年，郏县人民
检察院以检察长孙军伟为班长的领导班子通
过调查研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
和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社会各
界的共同责任，更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所在，因此提出了打造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无缝
衔接体系的目标，立足检察职能，创新工作举
措，拓展工作内涵，从时间上、空间上、内容上、
人员上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立体化工作模
式，力争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实现全方位、全
覆盖。

时间上无缝衔接，让未成
年人保护无缝隙

2016年7月4日是郏县中小学生暑假前的
最后一个上学日，也是郏县检察院开展暑期法
制安全教育“巡回课堂”最后一课的日子。在该
县白庙乡中心学校，该院检察干警结合法律知
识，对学生假期的出行、交友等安全问题进行了
讲解和殷切叮嘱。

当天，不仅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引来
了不少老师和家长前来旁听。“检察官生动、直
观的授课方式不仅使孩子们知道了哪些行为是
违法的，而且懂得了如何用法律武器自我保护，
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非常重要。”该校校长宁满
盈说。

暑假是青少年违法犯罪高发和安全事故频
发的关键时期。为增强青少年法制意识，预防
和减少违法犯罪，今年以来，郏县检察院采取

“巡回课堂”的方式，给全县中小学生上暑期法
制安全教育课。

“巡回课堂”上，检察干警向学生们介绍与
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常识，并结合一些未成年
人犯罪典型案例，重点对易发、多发的盗窃、抢
劫、故意伤害、拐骗、性侵等犯罪行为及防范措
施进行了分析讲解。

此外，该院还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
授课，录制了光盘发放给各中小学，由学校
为学生播放，增强学生的防范意识；印制安
全防范知识、学生假期安全须知等宣传页，
通过乡（镇、街道）分发给各村，再分发到
户、到人，增强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意识；联
合教育、交通、水利、消防、宣传等部门，加
大对假期容易产生安全事故、对学生造成
伤害的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力度和安全防
范宣传力度……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举措，为郏县中小学生
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增添了安全屏障。

“由在校期间的普法安全教育向校外期间
的拓展，是郏县检察院打造未成年人保护无缝
衔接体系在时间对接上的具体做法，目的是实
现未成年人普法安全教育在每一个敏感时间节
点上都不留空白，不出纰漏。”郏县检察院未检
科科长邱艳民说。

郏县教体局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王俊
卿说：“现在绝大部分学校都有多媒体设备，播
放光盘开展安全教育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
光盘可以反复使用，节省了人力、物力，学校普
遍反映良好。”

据统计，截至目前，郏县检察院“巡回课堂”
共在该县各乡（镇、街道）开展巡讲21次，发放
录制光盘800余张、宣传册3000余份，受到了师
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空间上无缝对接，让未成
年人保护无断档

2016 年 11 月 18 日，郏县检察院干警来到
该县茨芭镇，为各中小学校长和行政村干部开
展巡回法制讲座。

法制讲座是关爱未成年人系列行动之一，
此次是郏县检察院今年以来在该县各乡（镇、街
道）开展的第5场巡回法制讲座。

学校里，教师是学生主要的监管人；校外，
行政村干部是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主体。为充
分发挥中小学校长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桥梁纽带
作用，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院不仅
对中小学校长，还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法制教
育，拓展了普法宣传的范围，起到了以点带面的
作用，促进了法律知识普及的常态化。

在巡回法制讲座现场，郏县检察院干警采
取以案说法的方式，结合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就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共性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不仅普及了法律知识，而且提出了预防
建议。

该院还利用巡回法制讲座这一平台，建立
了“郏县青少年之家”微信群，要求全县各中小
学校长、各行政村干部加入，明确各中小学校长
和行政村干部为本学校、本行政村的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联络人，发现问题少年、困境少年，要
及时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及早介入，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截至目前，该群已有成员357
名，该县所有中小学生都被纳入了关爱范围。

该院还主动把关爱未成年人的触角延伸到
高墙之内。该院未检科干警和驻看守所检察室
干警经常与看守所里的未成年在押人员一对一
地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家庭背景，解答
他们的心理困惑，帮助他们消除内心的惶恐与
焦躁情绪，重拾信心开始新的人生，为高墙内的
孩子们送去了温暖。

此外，郏县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干警还
通过亲情电话、亲情会餐、亲情书信、亲情会见、
亲情小组帮教等系列活动，稳定未成年在押人
员的情绪，倾听他们的心声，把他们的家长、亲
友请到看守所，让其面对面向家长汇报自己的
表现，切实提高了未成年在押人员改造的积极
性，有效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内容上统筹兼顾，让未成
年人保护无缺漏

2016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在位于郏县体育
中心的郏县检察院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中
心，8名专职心理咨询师分别在心理咨询室、心
理疏导室、心理测试室、体感音乐放松室等处接
待前来咨询的未成年人及家长。

在现场，学生、家长们的热情很高，纷纷提
出心中的困惑，向心理咨询师寻求指引。“如何
与家长沟通”“孩子出现逆反心理怎么办”……
对于大家的问题，心理咨询师们一一进行了详
细解答。

今年以来，该院为了做好未成年人法制心
理教育，不仅探索在各中小学校建立流动心理
健康服务站，而且还在该院设立了未成年人心
理帮教咨询室，在该县体育中心与教体局联合
成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聘请了43
名心理咨询师，组建了心理咨询人才库，通过预
约与巡回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今年6月以来，该院对办理案件中所有涉
案未成年人都进行了及时的心理干预，收到了
明显成效。

此外，该院一直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的
短时关爱帮教与长效帮扶措施的有效衔接，统
筹做好法制教育、帮扶救助、权益维护等工作。

小郭是郏县某集团的一名业务能手，然而
在两年前，他差点因为涉嫌犯罪被判刑，多亏郏
县检察院未检科干警坚持人性化办案，鼓励、支
持、帮助其重拾生活信心，最终回归了社会。

2014年5月11日，小郭同他人到郏县一农
户家中盗窃，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后，小郭等
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通过交谈和多方了解，检察官了解到小郭
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在其年幼时就离异了，小郭
跟着外婆长大，最终由于家庭和成长环境导致
其误入歧途。

民事赔偿调解处理后，郏县检察院鉴于小
郭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犯
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较小，具备监护帮教条
件，对其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而且由于
小郭系初犯、有悔罪表现，该院对小郭的案件作
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随后，根据小郭的
意愿，积极帮扶他上了技校，并在该县规模最
大、效益最好的企业为小郭联系了工作。

“郏县检察院的帮教活动不以刑事案件诉
讼程序的终结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结束，而是将办案工
作适度延伸，以帮助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
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何
欣说。

人员上全面覆盖，让未成
年人保护无死角

2016年3月7日，郏县检察院组织20名女
干警分组到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基地、偏远地区
小学看望留守儿童。

在郏县安良镇高楼小学，几名女干警拿出
新衣服给孩子们穿上，把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送到孩子们手中。“早上和晚上天气凉，要多穿
衣服”“饭要吃饱，不能贪玩，要好好学习”……
语重心长的鼓励，轻松愉快的聊天，伴随着拉拉
链、扣扣子、梳头发这些动作，女干警们当起了

“临时妈妈”“代理家长”，校园里满是温馨。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亲情缺失、内心封
闭、孤僻内向等问题，再加上部分家庭和学校监
护不力，导致有些孩子成了“问题儿童”。

针对该县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的情况，2013
年开始，郏县检察院在该县留守儿童相对集中
的乡镇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服务基地，并为基
地配备了图书、电脑等文化娱乐设施，充实了留
守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
让检察官与留守儿童结成帮扶对子，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开展心理辅导和法制道德教育。

在此基础上，该院还建立了关心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五个一”机制，即每月与帮扶儿童见
一次面，每季度上一次法制课，每学期举行一次
亲情互动，每学年送一次温暖，每年暑假组织一
次夏令营。同时，定期开展“三走进”活动，走进
校园，加强生存和安全知识教育；走进家庭，营
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走进社区，净化留守儿
童成长环境。

截至目前，该院已有32名干警与57名困难
家庭留守儿童结成了帮扶对子，开展长期帮扶，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该院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办理涉及农村留
守儿童犯罪案件的规定》，细化保护涉嫌犯罪留
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作出了对侵害留
守儿童合法权益的各类刑事犯罪坚决依法从严
从快处理的规定，并强调要积极开展关爱服刑
人员未成年子女活动，定期对特殊家庭留守儿

童进行物质资助、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
此外，该院积极延伸工作范围，创新实施了

关爱青少年成长“四个一”工作模式，即讲好一
堂法制宣传课，兼任一名法制副校长，发放一套
普法资料，建立一项长效机制。据统计，今年以
来，郏县检察院已先后在该县渣园乡中心学校、
新城学校、广阔天地乡中心学校开展法制宣讲
三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受教育人数达
2000多人，得到了广泛好评。

孙军伟表示，今年是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未
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30周年，郏县检察院将以
此为契机，进一步总结经验，开拓创新，努力形
成科学有效的长效工作机制，打造保障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无缝衔接体系。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卢拥军摄）

近年来，郏县人民检察院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建立健全立体化
工作模式，力争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到全方位、全覆盖——

打造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无缝衔接体系
本报记者 卢拥军 通讯员 石绍永 赵朋飞

领 导 感 言

流动心理健康服务站启动仪式

给渣园乡中心学校的孩子们上法制教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