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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下乡地处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

态核心区，总人口3000多人，是一个黎族

乡镇。王下乡生态资源丰富，四周被原始

森林和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达 98%以

上，水系发达，是海南第一大河流南渡江

的发源地，但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

设施薄弱，曾经是昌江最偏远、最贫困的

乡镇。王下乡近些年通过“空间管控”“生

态补偿”等方式守护了森林生态资源，呵

护了“绿色生命线”，保护了生态环境，如

今宛如一朵璀璨、多彩的“黎花”盛开在霸

王岭腹地深处，因其秀丽的山水风光与民

族文化特色，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

沓来。

“王下乡充分利用自身优越的自然景

观和黎族特色旅游资源吃上了‘旅游

饭’”。王下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高长

徽向记者介绍时满脸自豪。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4月21日，记者从昌江黎族
自治县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办公室获悉，昌江成
立由县委书记和县长担任双组长的“护苗”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家庭、教育、社会、司法、思想”五个专项组，推
动“护苗”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宣传教育

在宣传教育方面，昌江成立3家青少年法治教育
实践基地，通过组织旁听庭审、观看普法教育片、模拟
法庭等形式，让未成年人零距离接受法治宣传教育；昌
江从全县公检法司队伍遴选88名政法干警担任全县
44所中小学校兼职法治副校长，深入各中小学、村
（居）、社区、街道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打造“共筑亲子
阅读梦”“唱出心声 放飞梦想”等9个未成年人工作品
牌项目，依托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乡村学校少年宫
阵地，开办制陶、织锦等18项零门槛培训课程200余
场，让多彩公益课堂点亮未成年人课外文化生活。

家校联动

在家校联动方面，昌江组织“五老”宣讲团深入学
校开展校级家庭教育讲座活动，共走进30所学校宣
讲30场，聆听家长、师生近3000人；推动全县44所
中小学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召开家长会，通过建立微
信群、定期家访、印发“致家长的一封信”、设立家长护
学岗等方式，让家长随时掌握学生在校表现情况。同
时，昌江每月开展学生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共摸排学生
矛盾纠纷人数14人，收集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工作
月报表417份、隐患排查表176份。2023年，实现校
园欺凌事件零发生。

预防打击

在预防打击方面，2023年，昌江共发放家庭教育
督促令7份；针对未成年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采取零
容忍态度坚决打击震慑，2023年，共查破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案件88起，打击处理未成年人193人。另一方
面采取“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形式进行教育惩戒，
80％以上罪错未成年人采取行政处罚不执行。

在包保帮扶方面，昌江排查梳理该县需帮扶的单
亲、离异家庭66户，由责任单位认领包保帮扶户，建
立包保帮扶台账，共走访四类孤困留守儿童 531人
次，走访情况已录入海南省群防群治系统，并为各类困
难儿童4043人次发放生活补贴225.95万元，确保
困难儿童基本生活应保尽保。同时，昌江引入专业社
会司法社工力量，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诉的涉罪未成
年人强化观护帮教，共开展思想法治教育 125次，发
出督促监护令 11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亲职教育
23次，帮助返校学习6名，顺利就业4人，考上大中专
院校4人，实现不良未成年人重犯率逐月下降8％的
基本趋势。

行业整治

在行业整治方面，2023年，昌江共立案查处1家
擅自从事医美服务的文身机构，罚款2000元。针对
校外寄宿点管理不规范、风险隐患等问题，昌江组织开
展校外寄宿点联合整治行动，共走访校外寄宿点219
个，认定并登记学生校外寄宿点35个，累计排查出问
题71个；2023年，昌江共查处各类未成年人违规骑行
1932起，全部开具承诺书，并通报学校和家长。此
外，为解决专门教育学位紧缺问题，昌江创新开设职业
初中班。开设以来，累计接收严重不良行为学生 16
名，完成帮教转化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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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民警、乡干部携手发力，昌江王下乡“护苗”工作火热开展

法治“种子”在霸王岭深处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方艳 郝文磊

从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城石碌镇到王下乡大半部分是山路，一路上有多个拐弯、急转弯，行至最高点处，视觉豁然开朗。来到
王下乡，犹如进入世外桃源。王下乡中心学校就坐落在王下乡政府隔壁。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吗？”4 月 17 日上午，王下乡派出所副所长、王下乡中心学校法治副校长王小坚向学生们
提问。原来，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普法小课堂。

黎族特色旅游资源为群众打造“金饭碗”，而
教育如灯，点亮乡村致富路。王下乡中心学校是
该乡唯一一所学校，目前共有100多名学生。4
月17日上午，王下乡中心学校举办一场别开生面
的普法小课堂，孩子们整齐坐在学校的书屋里，认
真听着法治副校长王小坚带来的法律知识讲座。

“你知道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溺水吗？”“什么

是校园欺凌？”结合孩子年龄大小不一、认知能
力不强等特点，王小坚通过典型接地气的案例
和互动问答等形式用平白的语言传授给孩子们
相关法律知识。

王小坚提醒学生们，当校园欺凌和校园暴
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站出来
说“不”，要及时寻求老师、家长和公安民警的帮

助。“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无安全
措施的游泳池，都可能会发生溺水危险。”王小
坚特别强调预防溺水的重要性，希望每一个学
生增强防溺水安全意识，将防溺水安全教育时
刻牢记于心。王下乡中心学校四年级学生林俊
宇告诉记者：“普法小课堂可真有趣，能学到很
多保护自己的知识。”

当天下午，王下乡中心学校开展了防震防
火演练活动。演练前，学校制定了详细的方
案，王下乡中心学校校长符旭明对全体学生进
行了应急避震演练、防火紧急疏散演练和自救
互救知识的讲解。

演练中，随着广播发出警报，全体老师迅
速到达指定岗位，组织学生分方向、按路线，向
安全出口进行应急安全疏散。各班到达学校
操场安全地带后，老师立刻组织列队、清点人

数逐级上报。符旭明对演练进行了总结和安
全教育，要求师生认真对待每一次演练，防患
于未然。

王小坚向师生普及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有备
无患的消防安全常识、逃生自救方法和灭火器使
用等安全小知识，并带领老师和孩子们现场进行
灭火器操作模拟练习。一年级学生韩梦洁告诉
记者，这次演练让她认识了什么是地震，知道了
当地震和火灾来临时该怎么逃到安全的地方。

防震防火演练护安全

曾经的逃学少年立志要当大厨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厨师，自己开店当大厨、当老
板。”4月16日下午，记者在学校操场边见到了就读一
年级烹饪四班的小南，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南说了
自己的目标。

小南留着一头中分短发，上身穿着白色烹饪实训
服，外面罩着校服外套，话很少，笑容腼腆。

昌江职教中心副校长柯于和介绍，去年5月，小
南因为在原来的中学经常逃课，被送到该中心职业教
育初中班，那是第一期初中班开班，只有5个学生，小
南是其中一个。

“感觉学校很大，我一开始不太适应。”随着交流
的深入，小南慢慢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初三
开始，他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经常不想上学，逃学成了
他的日常。听说县里在职教中心开了一个初中班，在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还能学一些烹饪、电焊等
技术，父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他送了过来。

在为期3个月的学习时间里，小南接触了面点制
作、烘焙、热菜、电焊等专业，文化课基础差的他找到
自己的乐趣。

小南说，这期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从昌江县公安
局特警大队来驻校帮教的刘教官，每天盯着他们起床
叠豆腐块被子、跑步、晨练……后来他们就养成了习
惯，不用教官“盯”，也能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3个月时间很快结束了，从一开始的不习惯到后
来喜欢烹饪专业，小南跟父母提出了留校读一年级烹
饪班的想法，也得到了父母支持。

现在虽然不在职业教育初中班，也没有了专门的
教官，小南却养成了起床将被子叠成豆腐块的习惯，
更重要的是他不再逃课了。“我除非生病了才请假，其
他都是全勤。”小南告诉记者。

一年级烹饪四班班主任王静茹告诉记者，一开始
听说班里来了一个职业教育初中班的学生，心里还挺
担心的，担心有些不良行为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影响
其他学生。“后来慢慢发现，小南做起事情来，不比别
人差，反而学习态度更认真、更成熟稳重。”王静茹说。

矫正学生行为习惯并教授技能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锻炼身体的。”在操场边上，
记者顺着小南手指的方向，看到刚刚在面点室上课的
学生已经换了身衣服，在教官的带领下，整齐有序地
在操场跑起来。

柯于和介绍，这些都是职业教育初中班第三期学
生，现场带班的教官是特警大队民警范冠耀，这是他
来住校带班的第二个星期，孩子们都很喜欢他。特警
大队通过安排民警轮流来住校带班，在矫正日常行为
习惯的同时，也给他们开展不同主题内容的普法教育
课，对学生帮助很大。

“他们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批学生了，带着他
们，我感觉成就感更多。”已经执教38年的符翠翠告诉
记者，她今年即将退休，去年12月开始担任职业教育
初中班班主任，带的虽然都是“问题学生”，有的曾经
辍学在家，有的曾经打架闹事，有的曾经小偷小摸
……但是通过梳理学生的家庭背景、分析问题原因、
总结解决问题方法等方面复盘归纳，进一步了解这些
学生心理的变化，帮助他们摆脱问题，向正方向成长。

在符翠翠的提议下，学校每天下午都给职业教育
初中班学生开设不同专业的体验课，让他们在体验中
寻找自己的爱好、规划自己的未来。

创造平台帮孩子走出“困境”

职业教育初中班学生小宇告诉记者，他以前看到

谁不顺眼就打，现在他把这些力气都花在电焊上，经

过一轮体验，他说将来要报名电焊专业。“很有趣，也

有成就感。”小宇说。

小武说他想学热菜专业，以前觉得上学无趣的

他，如今文化成绩也提高了一些。“因为多识字才能看

懂菜谱啊，听说我们以后的实习单位在上海，要多学

文化才能去。”小武说。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

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

长的等待。”昌江职教中心主任（校长）谭琼云表示，从

去年5月22日开班以来，昌江职业教育初中班3期共

接收学生30多名，其中大部分留下来选择自己喜欢

的专业，有几个回到原来就读的学校。

他说，这是昌江创新教育矫治的重要措施，也是

昌江探索帮扶不良行为和逃学厌学未成年人的一种

教育方式，通过抓早抓小、提前干预，通过矫治、帮教，

让曾经的“问题孩子”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人，同时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术和职

业技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在采访中，无论是这群“特殊”的学生，还是在想

方设法给他们创造学习平台的学校老师、特警大队的

教官们，说起孩子们的现在变化和未来规划，都让人

感到满满的正能量和希望。

临走时，小南还跟记者约定，以后去上海可以尝

尝他做的菜…… （文中未成年人均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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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下午 5 时许，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职业教育中心（以下简称昌江职教中心）综合
实训楼二楼中式面点室内，一群孩子穿着清
一色红色烹饪实训服，戴着帽子，一边听老师
讲解揉面、擀面技巧，一边忍不住动手尝试。

揉面、擀面、拌馅……记者在现场看到，
孩子们在实操过程中，认真细致，一个个胖乎
乎的包子相继完工。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教
室，落在孩子们的肩上、脸上……看着孩子们
认真学习的模样，班主任符翠翠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容。

记者了解到，这群孩子都是职业教育初
中班学生。“虽然他们曾经身上多少有些‘问
题’，但孩子就像是一张白纸，有时候画错了，
及时涂改纠正，那就是一个好作品。”符翠翠
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张星 郝文磊

昌江职业教育中心初中班班主任符翠翠教学生包包子。记者张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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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2023年昌江护苗成绩单

5方面发力
共筑“护苗”防护网

携手“护苗”助成长

“过去大人带孩子去县城，都要背着干粮
走很久的山路，现在公路通车后，一切都便利
了很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符旭明感叹，

“大家的腰包是鼓起来了，精神面貌也要提升
起来，有些村民法治意识不强，一到农闲就三
五相约喝酒，有的村民喝醉会跟他人发生矛
盾纠纷，忽视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所以要改
变大家的精神面貌还得靠教育，不仅教育这
一代还要教育下一代，法治副校长的出现和

‘护苗’专项行动的开展，为孩子们营造了健
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记者了解到，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王下乡组织乡干部、派出所民警
深入开展校园安全系列活动，结合国旗下的
讲话、主题班会等，开展校园安全教育，防范
校园欺凌等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有效提升了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的安全意
识。该乡还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校园及
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开展校园消防检查消除
安全隐患；针对问题少年开展“四访五帮”工
作，督促“一对一”帮扶联系人定期进行家
访，跟踪未成年人思想变化情况。乡政府还
结合王下乡实际，组织文艺队深入学校开展
关心关爱活动，组织学生参加“三月三”活
动，弘扬传承黎族传统文化，引导学生健康
成长。

“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旅游业如何壮大，
王下乡淳朴勤劳的民风不会改变，坚守传承
传统文化的决心不会改变，守护霸王岭这一
片青山绿水的初心不会改变。希望普法之
光，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田，
能让‘学法、懂法、守法’的种子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高长徽说。

当天傍晚，记者回程的山路感觉没有那
么弯曲了，一路水光山色秀丽无比，太阳照
耀着霸王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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