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二中院进校园开展禁毒普法活动，学生在
禁毒横幅上签字。 通讯员黄琼 摄

8月10日，乐东法院黄流法庭邀请儿童和志愿
者代表到法治教育基地参观。 通讯员王业广 摄

五指山法院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活动。通讯员王烁 摄

推动综合施策 呵护“幼苗”健康成长绘好“经纬线”扎实推进审判专业化

省高院、海口中院、秀英法院联动进校园开展“走近留守儿童·以法关爱守护”活动。通讯员黄叶华 摄省高院召开法治副校长集中聘任暨座谈会。通讯员黄叶华 摄

社址：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西路76号福建大厦14楼 传真：65986019 订报、投诉热线：65986003 零售每份1.5元 印刷：海南日报印刷厂 总值班：付向荣 值班编委：申王军 一版责编：林声蛟 检校：林潇敏 版式：王帅

08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编辑编辑//林声蛟林声蛟 检校检校//李成沿李成沿 版式版式//谢少依谢少依

2024年 5月 13日，海南中学白

沙学校、打安镇中心学校180余名学

生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青

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沉浸式”学

法，“零距离”感受法治文化。

“太震撼了！第一次现场观看法

官审案，太有威严了。”“原来为网络

犯罪提供帮助的行为也是犯罪。”“原

来法院判案是这样的……”旁听庭审

结束后，学生们纷纷感言。

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是一项庞大的

系统工程。如何将司法正能量导入校

园生活，让法治精神真正抵达孩子内

心，使法治光芒全覆盖，真正打通未成

年人普法路上的“最后一公里”，是全

省法院一直积极求索的目标。

2023年10月18日，全省法院85

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集中统

一揭牌。基地通过知识讲授、体验教

学、实践模拟、现场观摩、法治文艺等

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教育实践

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自觉学法、懂

法、守法、护法，得到众多人大代表、

师生的好评。

省高院推出《120秒读懂民法典》

系列小视频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教

育宣传短片，生动讲述老百姓身边法

律知识；海口中院创新打造普法新品

牌“女生悄悄话”，打破传统性教育的

局限性，让女生较为全面系统地接受

性教育和法治教育……

此外，全省法院进一步落实法官

担任“法治副校长”制度，持续推进

“法治副校长”工作。截至目前，全省

法院共配备法治副校长390名，已实

现法院业务庭室全覆盖。

一年来，全省法院坚持法治教育

“引进来”与普法宣传“走出去”相结

合，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夯实青少

年法治宣传教育。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

开展法院开放日241场，法律“七进”

1727 场，发放普法书籍资料 99703

份，制作发布普法“三微”作品 435

部。全省法院共开展“护苗”专项行

动宣传教育活动828次，其中法治副

校长开展“法律进校园”234次。

（晓敏 方茜）

深耕法治教育 为青少年系好“法治扣”

找准司法“支点”撬动未成年人保护“大杠杆”
海南法院多举措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中小学校园里，活跃着法
官的身影，一场场妙趣

横生、引人入胜的普法课堂让学
生受益匪浅；法庭上，前来旁听
庭审的未成年人“零距离”接受
法治教育……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2023 年 2 月，省委、省
政府部署为期三年的未成年人

“护苗”专项行动。
一棵幼苗，在成长为栋梁之

前，需要怎样的呵护？从人民法
院的角度看 ，维护未成年人权
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

一年来，全省法院始终坚持
能动履职，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不断探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
路径，多措并举加强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

如何为未成年人撑好“保

护伞”？全省各地法院进行积

极探索。

省高院制定下发《关于加

速推进新时代少年审判工作的

实施意见》，在26家法院挂牌

成立少年法庭和少年法庭工作

办公室。少年法庭实行“三合

一”审判制度，集中审理涉未成

年人的民事、刑事、行政案件。

海口市两级法院推行“圆

桌审判”“社会调查”“特殊文书

制作”“犯罪档案封存”等特色

审判机制，将“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融入未成年人审判全

过程，力求最大限度维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挽救涉罪未成

年人。

2023年4月，海口市秀英

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受理一

起未成年人抢劫案件。被告

人阿强(化名)在犯案时仅 14

周岁。他和同案犯在与隔壁

出租屋的两名被害人发生口

角后，强行撬开被害人房门，

殴打并强迫被害人拿钱。阿

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

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

物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承

办法官通过庭审教育及法官

寄语对阿强进行感化教育。

阿强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

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

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少年

法庭引入家事观察员参与未

成年子女抚养权听证程序，在

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

下，引入妇联工作人员、检察

官，心理咨询师等组成七人家

事观察团参与抚养权听证，促

进了子女抚养权纠纷的实质

性化解。

定安县法院邀请心理专家

走进家事法庭，对被侵害未成

年人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帮助

被侵害未成年人走出阴霾，重

新拥抱生活。

据介绍，2023年以来，全

省法院共审结侵害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542件 585人；审结

各类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77件 375 人，判处五年有期

徒刑以上的重刑人数占比为

37.33%，对严重挑战法律和人

伦底线的重大恶性犯罪保持

高压态势。经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依法依规对2起严重损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罪行极

其严重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执

行死刑。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严厉

打击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

行为，是司法机关的应尽职

责。”省高院刑一庭法官说。

2024年4月，最高人民法

院下发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

工作意见要求。全省法院积极

响应，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各个

阶段发放“关爱未成年人提

示”，避免案件对未成年人产生

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

2024 年 4 月 15 日，在文

昌市法院东路法庭的调解下，

一起离婚纠纷的双方当事人

解开心结，最终调解离婚。与

此同时，东路法庭向离婚双方

发出全省首份《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提醒和告诫未成年人

的父母，即使离婚了也要给予

孩子爱与呵护。

“我希望能够告知当事人

应当肩负起对未成年子女抚

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日

常生活中要多重视孩子的情

感需求，尽最大能力给予孩子

完整的爱，把离婚对孩子的伤

害降到最低。”承办法官说。

一年来，全省法院依法妥

善审理涉未成年人抚养、监护

等各类民事案件，用法、用心、

用情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

“我们积极探索符合未成

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以

及更科学、优质、暖心的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模式，引导和督

促监护人切实肩负起家庭教

育主体责任。”省高院民一庭

法官介绍。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在审理一起因父母为未成年女

儿订立婚约引发的民事案件

中，依法认定父母行为违反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有违善良风

俗和社会道德价值观，收受的

彩礼根据过错程度依法返还，

并向失职父母发出《家庭教育

指导令》，责令二人不得为未成

年女儿订立婚约，并关注女儿

的生理、心理健康状况和情感

需求，履行好家庭教育责任。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

动与市妇联、共青团三亚市委

等相关单位协作建立家庭教

育指导联动机制，在三亚城郊

法院挂牌成立家庭教育指导

工作站，搭建“护苗”家庭防护

平台，拓宽家庭、学校、社会的

沟通渠道。

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

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212

份，《家庭教育训诫书》11份，

《家庭教育建议书》92份、《家

庭教育责任告知书》92份，共

审结申请变更、撤销监护关系

案件 22 件，有效落实监护人

资格变更、撤销制度，从源头

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如何让迷途青少年重新回到校

园、回归社会，曾经是困扰无数家长

的难题。

全省法院积极延伸审判职能，对

有不良行为青少年创新建立“四访五

帮”工作机制，精准实施“一对一”帮

教，整合教育部门、街道、社区力量。

帮助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重返校园，回

归社会，成为迷途青少年人生路上的

灯塔，照亮他们“回家的路”。

两年前，16岁的小丹因抢劫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判刑

后，小丹还想继续回到案发前就读的

职业技术学校完成学业。海口市秀

英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联合社工与学

校积极沟通小丹的学业问题，并在缓

刑考验期内多次进行回访，帮助小丹

放下心理包袱，重新回到校园，安心

完成学业。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还与秀英街道办联合成立了“阳光服

务基地”，组建热衷未成年人工作的

志愿者团队，并引入专业社工及心理

咨询师参与涉罪未成年人帮教。

乐东法院制定《关于落实未成年

人“四访”“五帮”工作实施方案》，统

一登记《帮教对象登记卡》，建立帮教

档案、统一台账，除走访、电话回访帮

教外，充分利用信息手段如微信、QQ

视频聊天等改进回访帮教方式，提高

工作效率，并拍摄、发布微视频《坏孩

子的天空》，工作成果得到全国教育

整顿办、新华社、法治日报、人民法院

新闻传媒总社组成中央调研采访团

的高度肯定。

如何延伸审判职能“抓前端、治

未病”，展现人民法院的担当作为，在

狠抓执法办案的同时精准“把脉”社

会治理？全省法院通过开好司法建

议“良方”，交出一份自己的答卷。

儋州市法院在办理一起非法拘

禁罪案时，发现文身服务机构向未

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依法向市场

监督管理局移送线索并发出《司法

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提供文身服务

经营者的监督管理，规范服务行为，

严格处罚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

的经营者。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

并组织文身机构召开“诚信经营 护

苗安全”行政约谈会。

“针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社会管

理问题及时发出司法建议书，可以推

动司法审判与社会管理有效融合，为

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省高院刑一庭法官介绍。

2024年7月5日，省高院就建立

未成年人心理干预机制工作向省教

育厅、省民政厅、团省委发出《司法建

议书》，建议团省委建立健全未成年

人的线上心理干预平台、省教育厅建

立完善中小学校未成年人的线下心

理干预平台、省民政厅与有关单位搭

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网络，开展社会

心理服务工作。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性侵幼女学生的某教师强奸罪，

同时终身禁止该教师从事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工作，还向当地教育局发

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建立健全预防

校园性侵害制度机制，加强教职员工

从业资格审查和师德教育，并注重培

养学生自我保护尤其是性侵害防护

意识。该建议得到当地教育局的高

度重视和积极回应。

据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

共制发《司法建议书》72份，发放对象

涵盖公安、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妇

联、学校等职能部门和机构，积极帮

助行政主管部门填补社会治理、行业

监管漏洞，排除安全风险隐患，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

凝聚多方合力 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4 月 16 日，省高院联合省一中院开展“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代表等
30 余人走进法院。 通讯员杨斌 摄

2023 年 12 月 28 日，三亚中院在审理一起探
望权纠纷和一起离婚纠纷案件中发出《家庭教育
指导令》。 通讯员刘雪婷 摄

4 月 1 日，文昌法院在文昌中学举办第一期
“喂法沙龙”活动。 通讯员吴春谕 摄

省二中院举办“萌娃探法院 法槌励童心”
体验活动。 通讯员赵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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