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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

暗访酒店行业
落实“五必须”要求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7月4日晚，乐
东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韵
到乐东各酒店暗访是否存在违规接待未
成年人行为，乐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
蔡新文陪同。

暗访中，张韵详细了解并查看酒店入
住登记信息情况，同时，要求各酒店要切实
履行好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入住

“五必须”要求，确保有效预防涉未案件发
生，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海口：

在校园周边开展巡查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聘

钊）近日，由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综治
中心、海甸派出所、城管中队、禁毒办、海
口市第二中学、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甸学
校、沿江社区、金甸社区组成的平安海甸
巡防工作队在辖区内各校园及周边进行

“护苗”巡查。
巡查活动主要在放学期间及夜间开

展。在放学期间巡查如未成年人骑电动
车、放学不回家在周边水吧逗留抽烟、玩
游戏等情况；不定时在上课时间巡查是否
有逃课在校外、网吧及至周边台球室娱乐
等情况。如果发现有学生有不良行为，巡
查工作人员及时做好记录和训导教育。
如发现违规商家收纳未成年人和销售香
烟的情况，巡查工作人员将通知执法部门
对其下达告知书进行警告处罚。

东方：

首个校园护苗驿站
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董林）7月3日上午，东方
市首个校园护苗驿站正式揭牌成立。东方
将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共育体系建设，多
措并举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走深走实。

东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欧阳华
为校园护苗驿站揭牌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要求各责任部门、各学校积极探索有效路
径，充分发挥驿站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打
造“一站式”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服务模式。

欧阳华提出，要健全校园心理健康关
爱服务体系，完善心理健康咨询室功能；
要压实家庭教育责任，持续深入开展家
访；要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落实落细

“学校点单，部门上菜”机制，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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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叔叔”信箱
搭建沟通桥梁

6月24日，记者走进昌江民族中学时，警卫室
外侧墙面上悬挂的“警察叔叔”信箱映入眼帘。信
箱外观小巧，设有民警姓名、手机号、微信号二维
码以及报警电话。信箱旁边，“‘护苗’行动 爱心
相伴”“远离校园暴力 拒绝校园欺凌”等标语格外
醒目。

“学生的每一封来信都代表着一份迫切解决
问题的心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昌江
县公安局河北派出所民警刘一龙一边打开信箱，
一边向记者介绍。刘一龙仔细阅读每一封来信，
并把收集到的信件进行分类处理。

“部分青少年学生在面对校园欺凌和发生矛盾
纠纷时，不懂得如何处理，不敢直接告诉老师，也不
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反映问题，久而久之便成为‘心
结’，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十分不利。”刘一龙告诉
记者，“警察叔叔”信箱进校园，就是为了给学生们提

供一个安全、便捷的沟通渠道，让他们积极勇敢地向
警察寻求帮助，让遇事“不敢说”的学生“主动说”。

“你们学习生活中有想说的、不敢说的，都可
以给我们传递纸条或拨打报警电话，警察叔叔一
直与你们在一起，呵护你们安全健康成长。”查阅
完信件后，刘一龙利用课间，面对面向学生们讲解
校园安全防范知识以及投递信件的注意事项，引
导他们正确使用信箱反映问题，鼓励他们敞开心
扉，大胆表达。

学生反映问题
民警及时介入处理

“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被高年
级的学生欺负了。我担心他们下次还会再次欺负
我们……”近日，河北派出所民警李佳明走进辖区
某学校“开箱”阅读信件，收到该校四年级某班的
学生匿名来信反映情况。

发现问题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将该问题反
馈给校领导以及班主任，并一同走访核实了解情
况。原来，当天该校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学生一同
在学校操场上体育课，高年级的学生找低年级的

学生玩耍，玩耍过程中，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
之间发生争执。

随后，民警与校领导、体育老师开展座谈教育
工作，告知学校体育老师在上课时要注意管理好
自己班级的学生，避免不同班级、不同年级的学生
之间发生矛盾。同时，民警与班主任分别到学生
所在班级开展教育引导工作，及时化解矛盾。

河北派出所所长延军明介绍，当学生遇到家
庭暴力、校园欺凌，或是发现校园内有学生携带刀
具、强拿硬要、打架等行为时，可以通过写信的方
式向“警察叔叔”信箱投递信件，也可以直接打电
话或添加警察叔叔微信寻求帮助。

延军明告诉记者，该所将每周一定为“开箱
日”，由专职民警对“警察叔叔”信箱进行管理。一
旦发现问题，该所将立即采取措施，与学校、老师
及家长沟通核实，做到校园问题早发现、早预防、
早解决。对于信件中公安职能范围外的问题，派
出所将及时推送至有关单位，由专职民警全程跟
踪推进情况，直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以身边人身边事为例
开展法治教育

近日，李佳明在阅读学生投递的信件了解到
线索，昌江某学校三年级李同学在信件中反映，同

班的张同学仗着成绩好，一直冷落、欺负他，这让
他饱受困扰。

了解到该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与班主任以及
该两名同学面对面沟通交流。民警通过谈心谈话，
详细了解事情缘由，告诉他们，同学间要和谐相处，
不要搞小团体，不要搞孤立。经过耐心开导，李同
学与张同学均表示，双方仍然是朋友，以后还会经
常在一起玩。李同学的困扰也得以解开。

“孤立或排挤同学也是校园欺凌行为的一种
表现行为，我们应当珍惜同窗友谊，相互尊重、友
好相处。”几天后，河北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该校
举行一场预防校园欺凌主题法治公开课。民警分
享近年来校园纠纷的常见类型，通过发生在校园
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们和睦相处，提升自我保护
意识，通过“身边人、身边事”警醒学生，让法治教
育入心入脑。

“‘警察叔叔’信箱很受学生的欢迎，学生遇到
问题会积极主动写信向民警反映。它不但成为学
生维权的小助手，还给学校了解学生情况拓宽了
渠道，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工作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为构建平安校园奠定良好的法治
基础。”昌江某学校相关负责人说。

昌江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昌江警方将继
续深化“护苗”专项行动，进一步延伸未成年人保
护触角，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织密筑牢“平安
校园”防线，为青少年学生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
谐的校园环境。

如何及时发现并解决校园
中的潜在风险，从源头上预防
校园欺凌等不良现象，一直是
昌江警方思考的问题。今年 3
月，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以
河北派出所为试点，在该所辖
区 9 所中小学校启用“警察叔
叔”信箱。这一创新举措不仅
拉近了警察叔叔与学生的距
离，更为“开口难”的学生添设
了方便沟通的“安全树洞”，拓
宽了学生求助渠道。

截至目前，昌江警方在全
县 78 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设

“警察叔叔”信箱。截至 6 月 30
日，“警察叔叔”信箱共收到信
件112件。

■本报记者 许光伟 郝文磊

民警进校园讲预防校园欺凌主题法治教育课。（昌江公安局供图）

保护少年的你

昌江78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实现“警察叔叔”信箱全覆盖，从源头预防校园欺凌

学生遇事主动找警察叔叔说

寻找有效帮教方案

近日，湾岭人民法庭干警来到4名未成年人家中，
进行家访、帮教。

在家访前，帮教干警通过听取当地派出所工作汇
报、与辖区民警交流座谈、前往学校走访、与村委会干
部以及邻居联系沟通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了4名未成年
人的家庭生活情况、社会关系、经济来源，以及近期学
习和思想动态等方面情况。

“我们将未成年人帮教与监护人家庭教育指导相
结合，在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沟通时，开展有针对性
普法帮教工作，同时对青少年的未来给予关注和引
导。”刘慧静对记者表示。

中考结束的符胜和已毕业在家的陈青（化名）都是
将自己手机卡非法出借给他人，为电信诈骗分子从事
诈骗活动提供帮助并从中获利，因此被公安机关处罚
教育。

在帮教中，干警一方面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一方面
询问其在生活和学习上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从中
寻找有效的帮教方案。

“刚开始帮扶时，符胜非常抵触，不跟我们说一句

话。他今年15岁，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后来经过我们

多次耐心地交流沟通、关心他的生活和思想，后来慢慢

地，他卸下了心防。他也意识到了，不能通过违法手段

获取经济收入。前段时间他主动发微信跟我们说，为

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他想让我们帮忙找工作。”刘

慧静告诉记者，因为符胜还不满16周岁，经过商议，大

家建议他等中考出成绩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如果考试

不理想，可以先安排他参加镇上的公益培训教育。

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

今年15岁的陈青跟奶奶一起生活。他的父亲早年

病逝，妈妈已改嫁，叔叔偶尔对其进行管教。

在与他沟通时，干警适时地对其进行普法教育，给

他讲解了未成年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等，引

导他增强法治观念，鼓励他继续上学接受教育或参加

技能培训教育。在帮扶干警不懈努力后，陈青有所触

动。现在，他已经到自己堂哥的饭店里学习厨艺。

“在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交谈中，我们会督促监
护人抓好家庭教育、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引导监护人
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及时向帮教干警反馈未

成年人的思想动态、不良行为，共同教育、帮助未成年

人改正不良行为，纠正不良的心理问题。”刘慧静说，

被帮扶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最需要亲人关心爱护的阶

段，作为其监护人应积极履行监护责任，不能对其放

任不管。

在此次走访中，帮扶干警还分别向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发放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关爱未成

年人提示书》，并告知：父母存在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

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情形的，不仅可能承担被撤销

监护人资格等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根据民法

典有关规定，父母作为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除了上门走访座谈，湾岭法庭还采取流动宣讲等

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法治教育。刘慧静介绍，下

一步，湾岭法庭将加强与公安、村委会等部门、单位进

行协同联动，例如联合开展法治教育巡回课堂等，还将

对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多项

举措并进，不断优化帮教措施，精准实施帮教，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编织一张法治“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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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中考成绩不理
想，先让他上镇里的挖掘机等
技能培训课程，等到明年满 16
周岁了，再根据他本人意愿进
入社会工作。”7 月 3 日上午，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法院湾
岭法庭庭长刘慧静来到湾岭
镇政府，与该镇相关部门负责
人商量被帮教的未成年人符
胜（化名）的未来之路。

为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有效预防和减少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引导失足未
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湾岭法庭积极
开展“四访五帮”工作，持续开
展精准帮教。

■本报记者 王巍 李传敏

帮扶干警与未成年人家长沟通交流。（琼中法院湾岭法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