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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澄迈仁兴镇：

整治校园周边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季）近日，澄迈县

仁兴镇联合仁兴派出所、昆仑派出所、
市监所、西达居以及昆仑居开展校园及
周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检查范围为校园周边茶饮吧、
台球厅、KTV及宾馆等场所，检查是否
存在上课时间容留学生在店内消费滞
留和是否执行未成年人入住“五个必
须”等情况。同时，工作人员检查宾馆
是否实行实名制开放登记。

海口美兰区：

强化校园安全管理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

儒 梁荣玲）3月20日下午，海口市美
兰区委政法委检查组到海口市第九中
学海甸分校、海口市海甸小学、海口市
第二中学开展护苗暨校园周边环境整
治活动。

检查组一行以座谈会方式听取街道
及学校领导关于护苗及校园周边环境的
情况汇报，并实地检查学校及周边商铺，
对于学校存在的困难，各部门积极协调
解决。检查组要求，各部门要加强对学
校周边三无摊贩向未成年人售卖三无食
品、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并容留未成年
人抽烟及玩手机的行为要加以整治，同
时要强化学校交通安全，多措并举解决
上下学高峰期交通拥堵问题，加强未成
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车的管理。

省检二分院：

发放司法救助金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

讯员吴维翔）近日，省检二分院运用检
察一体化机制，联合昌江黎族自治县检
察院对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符某某开
展司法救助，依法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2万元。

据了解，申请人符某某系未成年
人，成长于单亲家庭，属于低保户。案
件发生后，符某某的身心遭受严重创
伤，且尚未获得救助或赔偿，其父亲为
照顾她无法外出务工，导致家庭经济更
加困难，经审查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
件。省检二分院经与昌江检察院商定，
决定开展联合救助，依职权主动告知被
害人及其监护人申请事宜，并帮助其完
善申请材料，主动上门办理发放手续。
救助金发放后，检察干警及时提示监护
人要加强对孩子的保护及沟通交流，时
刻关注其身心健康状况，及时开展心理
疏导，确保救助金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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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少年的你

“每一个问题少年
的背后，都有一个辛酸
的 故 事 。 只 要 投 入
100%的真情实感帮助
和教育，他们是可以感
知得到的。”3 月 20 日，
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法
官康玉谈起自己的帮
教经历时说。

自 2007 年起，康玉
先后从事刑事、民商事
审判工作，主审各类民
商事、刑事案件、执行
案件已达 10 余年。在
审 判 庭 上 ，她 公 正 不
阿；业余时间，她把精
力从审判台转移到三
尺讲台，兼任五指山中
学法治副校长，同时担
任普法讲解员。10 余
年间，康玉帮教的问题
少 年 无 一 重 新 犯 罪 。
近日，法治时报记者走
进五指山市法院，聆听
康玉的帮教故事。

小智（化名）是康玉帮教
的孩子中，让她付出心血最多
的一个。小智的个头儿不高，
长得瘦小。他曾在校园里与
同学打架，还曾将舍友衣服扔
进厕所里，被五指山市教育局
列为帮教对象。

“小智为什么这么做？他
知道自己错了吗？他是否能
改变？”当得知小智的情况后，
康玉决定先去家访，通过家庭
情况了解小智的成长经历。

原来，小智的父母都在山
里割胶，维持生计。小智母亲
的朴实无华、热情善良，给康
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小
智的父母反映，虽然小智比较
调皮捣蛋，但心眼儿不坏。

为了深入了解小智，康玉
每周都会去学校看望他，有时
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花10分
钟与他谈谈心。小智告诉康
玉，跟同学打架那次，是因为
对方先嘲笑和辱骂他。而将
舍友衣服丢厕所的冲突，是因
为对方衣服泡久了没洗产生
了异味，他便让舍友赶紧将衣

服洗了，可是舍友不依，两人
因此产生纠纷。他一气之下，
就将舍友的衣服丢到厕所里。

“我知道错了，我当时不
应该那么冲动，我再也不会做
那样的事情了。”小智事后感
到非常后悔，也向舍友道了
歉。

“可能是班主任教的是地
理，我发现小智对待地理比其
他科目上心许多。”康玉发现，
小智只是学习态度不太端正，
但只要他肯努力，还是可以把
功课学好的。

为此，每到周末，康玉和
法官助理颜潞莹便一同来到
小智家中，给他辅导课程。在
平日的晚自习时，康玉一有时
间也会到学校陪小智上课，偶
尔还会出题考考他。经过长
期的陪伴与相处，小智在康
玉、颜潞莹以及学校老师的帮
助下，进步很大。

“我和法官一致认为，其
实小智这孩子只是有些调皮，
本质上并不坏。”小智的班主
任伍元琴说。

从打架到变乖
她为问题少年找寻本质

小凯（化名）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
学生，是康玉的另一名帮教对象。对第
一次去小凯家中的场景，康玉至今都难
忘。

2023年，学校老师向康玉反映，小
凯平常跟着父亲去工地，很久都没去学
校上课了。康玉得知情况后，当即前往
小凯家里，向小凯的家人了解具体的情
况。由于康玉是第一次去，人生地不
熟，也不知道小凯的家具体在哪个位
置，为此联合派出所民警、社区工作人
员一同前往。

然而，对于康玉等人的到来，甚
至。见到康玉等人来到家里，小凯不仅
不欢迎，还十分抵触。他摔了东西，还
躲在房间里，无论怎么劝说，都不肯出
来见人。

康玉回忆，曾有数次，小凯远远地
看到她们到来，他就会迅速躲起来，假
装不在家。

一时间，康玉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然而，康玉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在后来
的时间里，康玉利用午休和下班时间，
经常转到小凯家里看望他。有时候还
会带上法官助理、书记员一起。看到康
玉一而再、再而三来到家里，小凯兴许
是感觉到了康玉的好意，知道康玉确实

是想帮助他，态度也渐渐缓和了下来。
见到小凯变得愿意倾听，康玉温柔

地向他劝说：“既然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那就先把义务教育学完。毕竟，当学生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虽然小凯眼
睛没有直视康玉，但他抿着嘴，不停地
点点头。

“人生不能走歪路，要有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即使不喜欢读书，学完
义务教育，也可以到技校学一技之长，
未来可以养活自己，成家立业。”康玉耐
心地开导小凯，小凯也开始接纳了康
玉。渐渐地，小凯解开了心结，向康玉
倾诉了他内心的想法，并表示今后会按
时去学校，将义务教育学完。

当谈起司法审判与帮教工作的不
同之处时，康玉坦言，帮教工作是“司法
温情”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很多孩子之
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多是因为
法治意识淡薄，鲜有主观恶性极大的情
形。因此，对他们进行挽救、教育是十
分必要的。”

康玉表示，帮教要全情投入，认真
倾听心声，关注需求，在了解、关爱、尊
重、陪伴中，守护帮教青少年的成长。
只有尽心对待、全心帮助、悉心教育，才
能为未成年人撑起更加美好的明天。

从抵触到接纳
她为逃学少年解开心结

法官康玉的帮教故事
10余年“未”爱沉浸式帮教，助力“迷途”少年重返校园

■本报记者 杨晓晖 黄君

角色扮演
“警察哥哥”讲解禁毒知识

“早在‘护苗’专项行动之前，我们
便派警力进校园开展普法宣传，从幼儿
园到大学都有涉及。”省新成监狱二监
区民警景磊介绍，这次行动重点对即将
小升初年龄段的孩子们开展防校园霸
凌和禁毒宣传。

“警察叔叔好帅啊！”“可以摸一下你
的警服吗？”上课之前，民警们便被同学
们围观。

“你们可以叫叔叔，当然叫哥哥我会
更高兴哦。”面对热情的孩子们，民警们
用幽默的语言回答。

通过课堂提问，省新成监狱教育科
民警王清林发现孩子们对传统毒品的种
类、危害等知识掌握得非常牢固，于是以
角色扮演的形式，一人分饰多角为同学
们情景重现“毒贩子的毒招”。

“下面我想邀请3位同学配合我的
‘魔术’。”在纷纷举起的小手中，王清林
挑选了3名学生，并拿出3个水杯和1颗
水果糖。

“假设这个水杯里是饮料，这颗糖是
毒品。”王清林假设场景在KTV，让同学
们坐在不同的椅子上。他假装和第二排
同学聊得非常开心之际，让水果糖变魔
术般出现在第一排同学的杯子里。

在大家的惊呼声中，王清林趁热打
铁说：“叔叔就不解密了这个‘魔术’
了，有的坏人很狡猾，会在不知不觉中
在你的饮料里放进毒品。人一旦染上
毒瘾后，就会失去健康的身体和自
由。”

下课铃响起，同学们都意犹未尽，大
家纷纷上前向王清林要“签名”。

“警察哥哥讲课很幽默，我学到了很
多，假如遇到坏人，我会第一时间告诉老
师、爸爸妈妈，也向警察叔叔求助。”六
（4）班同学谢东健说。

省
新
成
监
狱
民
警
进
校
园
开
展
法
治
宣
传
教
育

一
人
分
饰
多
角

演
绎
毒
贩
毒
招

■
本
报
记
者

连
蒙

“如果看到同学被欺负，你们应该怎么做呢？”
“告诉老师”“报警”……
3 月 22 日，一堂生动的防校园霸凌法治宣传教育

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小学多媒体教室开展。该校六
（4）班 55 名同学在与监狱民警的互动中，进一步提升
了自我保护意识，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念。

以案说法
民警普及防校园霸凌知识

“老师先问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今年都多
大了呀？”

“12岁”“13岁”……
“喜欢打游戏吗？”“喜欢！”
第二堂课内容为预防校园霸凌，景磊一段

有趣的开场白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气氛调动起来后，景磊打开了话匣子：“多

好的年纪啊，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和小伙伴们一
起上课、玩耍，老师想到前两天刚刚出狱的一个
叔叔阿明（化名），他不仅不能打游戏，连智能手
机都不会用。”

“为什么呢？”在同学们的疑惑下，景磊继续
说：“这位叔叔在跟比你们大不了多少的时候，
交友不慎认识了一些坏朋友，从欺负同学到后
来捅伤了人酿成大错，在监狱里关了20多年，
没有接触过智能手机。”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之时，景磊趁热打铁：
“如果当时阿明欺负同学时，能被其他同学及时
制止，结局就会大有不同。大家如果看到有人
欺负同学，会怎么做呢？”

在与同学们的探讨中，景磊发现，一旦出现
校园霸凌，大部分同学会告诉老师或家长，也有
一小部分同学会上前制止。

景磊循序渐进进行引导：“同学们说的都有
一定道理，但也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才
去搭救他人。老师相信大家都能做得很棒。”

随后，景磊围绕小学生心理特征，以防欺凌
为主题，针对性地为他们进行普法，并从多角度
讲解如何预防侵害，增强自我保护等常识。

“景老师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特别是自
我防护和保护同学的方法，我都牢牢记住了。”
六（4）班同学廖可欣说，她希望下节法治宣传教
育课可以多学一些“防身术”。

“护苗非一日之功，我们会把这件事当成长期
目标，关注青少年违法犯罪倾向，帮助青少年掌握
法律知识，增强青少年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使青
少年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形成关心
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景磊介绍说。

法官康玉在与一帮教对象谈心。（五指山法院供图）

法官康玉（右）到一帮教对象家中谈心。（五指山法院供图）

省新成监狱民警与小朋友互动，发放慰问品。（记者连蒙 摄）

寻找 最美“护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