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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交谈
制定帮扶方案

2月28日上午9时，记者走进海南省海政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设立在乐东抱由镇的办公室，白
鑫亮刚收拾好自己的工作包，往身上一甩，“走，
我正准备走访前段时间帮扶的一名重点未成年
人翠翠。”她笑着招呼记者跟上。

去往翠翠家的路上，记者在和白鑫亮的交谈
中了解到，包保帮扶责任人队伍由政法干警、学
校老师、村（居）儿童主任、村镇干部、乡村振兴队
员组成。

“翠翠今年15岁，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等原因，
对学校没有归属感，也曾存在自残行为。”白鑫亮
介绍。

原来，翠翠和爷爷奶奶同住，父母分居两地
务工。由于爷爷奶奶年纪较大，且在种植槟榔贴
补家用，只能提供食宿、衣物等物质层面的支持，
缺乏时间、精力和翠翠进行心理层面的沟通，久
而久之，翠翠产生了厌学情绪。

半年前的一天，网格员在朋友圈中看到翠翠
自残行为的照片，上门走访了解情况后上报镇护
苗办，护苗办工作人员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上报相
关镇领导及包保责任人，后由乐东县委政法委转
介至社工白鑫亮处。

经多方协调，白鑫亮在村委会第一次见到翠
翠，看到翠翠手臂上的伤痕，她感到心疼不已。

“翠翠，你知道吗，用眉刀伤害自己可能会破
伤风、伤口发炎，而且你的手臂上留下疤痕，就不
好看了哦。”白鑫亮关心的语气让翠翠心头一暖，
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姐姐。

网格员与白鑫亮和翠翠聊起兴趣爱好、身体
状况、交友社交、家庭沟通等话题，气氛逐渐轻松
下来，帮扶小组也初步制定了对翠翠的帮扶方案。

每日“打卡”
她逐渐戒断自残行为

网格员、社工同翠翠约定，每天要在线上“打
卡”，逐步减少自伤行为频率。

本以为第一次交谈是一个好的开始，谁知方
案刚实施，翠翠却删除了白鑫亮的微信，帮扶工
作无法继续开展。

一天傍晚，白鑫亮接到网格员的电话：“翠翠
哭着给我发语音，还大喊着让我去接她。”

村党支部书记也一同前往翠翠家中。在亮
着一盏小灯的房间中，白鑫亮蹲下握住翠翠的
手：“伤口看起来不算太大，姐姐帮你消毒一下。
你吃饭了吗？”

翠翠没有说话。白鑫亮继续说：“你看上次
我们见面后，有一段时间你都表现得很好，完成
了我们这个‘打卡’游戏，也就是‘小步子强化法’
的目标。”

白鑫亮通过“正向强化”夸奖翠翠的意志力

与成功行为，翠翠随后神情放松下来，和白鑫亮
分享了心情不好的原因。

“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来，我教你一个小
技能。”白鑫亮教翠翠学习了腹式呼吸法，提供稳
定情绪的方法，并鼓励翠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同时继续实施“小步子强化法”“打卡”。

“谢谢姐姐，我会坚持的。”翠翠答应了，难题
出现了转机。一段时间后，翠翠逐渐戒断了自伤
行为。

社工、网格员、村党支部书记、妇联等力量
联合起来，从调整沟通方式、改善家庭氛围、常
态化跟进家庭沟通等方面为翠翠及其监护人提
供家庭教育指导。

在回访中，记者问起翠翠的愿望，她腼腆地
说：“初中毕业后，我想去读‘3+2’中职教育。”

“我们都支持你！”白鑫亮帮翠翠整理了一下
她的头发，笑着说。

“谢谢你们，我们都老了，还要赚钱维持开
销，又顾不上她的教育，还好有你们。”翠翠的爷
爷对白鑫亮等工作人员表达谢意。

专业纠偏
孤儿学习回归正轨

和白鑫亮一样，社工林昌明也在用心用情守
护“幼苗”成长。

阿博（化名）是一名孤儿，他的父母病故，阿

博和哥哥弟弟一共四兄弟跟着叔叔共同生活。
叔叔平时在村里务农来维持家庭生活开销，两名
哥哥在县城工作，家庭收入情况较差。

“他在校成绩一般，存在旷课逃学等偏差行
为。好在阿博性格比较开朗，在家也懂事，会帮
叔叔分担农活压力，表达能力也较好。”林昌明告
诉记者。

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林昌明运用“社会控制
理论”来纠正阿博的行为，从依恋、参与、奉献、信
念四个维度分析问题成因，通过阿博与所在社会
各系统之间的联结，提高阿博的社会依恋感和参
与感。

通过专业的帮助，阿博的行为“纠偏”效果良
好。“孩子现在逃课少了，学习成绩也在逐渐提
升。”阿博的叔叔言语中透着安心。

专业能力过硬、责任心强的帮扶队伍，为翠
翠、阿博们带来的不仅是改变的力量，还有向阳
的生机。

据统计，目前该模式在乐东实现11个乡镇
全覆盖，针对30名青少年“多对一”开展专业化
个案服务，政法委、检察院、法院、派出所、民政、
教育、社工、学校、妇联、村居委会等多方联动，
开展法治宣传、心理辅导、陪伴引导等专项活
动。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着力形成可复
制的经验推广至其他市县，持续护航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省民政厅“包保责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凝聚合力

助力30名未成年人向阳而行
■本报记者 吴静怡

行动派

乐东多部门：

通过生动案例
揭示毒品危害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陈婧

娴）2月 27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委政法
委、县法学会、县公安局禁毒办、“蒲公
英”禁毒宣讲团乐东服务站、莺歌海镇综
治办分别走进莺歌海镇中心学校、莺歌
海中学，为学校学生开展“护苗齐参与
同心向未来”暨“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宣
传活动。

活动中，乐东县委政法委副书记谭
宁向同学们作《知国家安全 明少年责
任》的专题辅导，以视频作为导入，从海
洋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列
举身边真实案例，向学生深入浅出地阐
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断夯实国家安
全人民防线。“蒲公英”禁毒宣讲团乐东
服务站民警通过生动的案例，揭示毒品
的严重危害。

琼中检察院：

开展未检品牌调研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荣福群）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带队到儋州市人民
检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品牌建设调研
交流，进一步加强互动学习，共探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新路径。

调研组先后参观了儋州检察院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基地、一站式办案区，亲身
感受各个功能场所、帮教设备的用途，详
细了解该院在推动未检品牌建设及涉案
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家庭教育指导等方
面的工作举措。

座谈会上，双方介绍了各自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围绕未成年人法
治教育基地建设、观护帮教、案件办理等
方面进行交流，分享各自工作的经验和
成效。

屯昌公安局：

护航学生“平安路”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近日，屯昌县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深化校园周边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通过加强隐患
排查、交通秩序管理、宣传等措施，全力
打造文明有序、平安和谐的校园周边道
路交通环境。

该大队联合多部门对辖区中小学校
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提示牌等交通
安全设施及校园周边事故多发路段进行
详细检查，并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及时
调整，确保各校园周边标志标牌设置清
晰。该大队加大警力投入，强化“一早一
晚”护学岗勤务，强化交通疏导。该大队
还组织警力深入课堂，通过播放警示案
例视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等形
式，向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姐姐，我准备回学校上学
了，谢谢你们的关心！”2 月 28
日，记者跟随海南省海政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社工白鑫亮回访
帮扶对象翠翠（化名）时，15 岁
的她开心地说。

翠翠曾因家庭、与同学不和
等原因辍学，在省民政厅包保责
任人和专业社工的帮扶下，她重
拾回归校园的信心。

据 了 解 ，自 2024 年 7 月 开
始，省民政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
开展专业社工参与未成年人帮
扶试点，通过实施包保责任人

“增能行动”和未成年人“赋权
行动”，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在
心 理 干 预 、权 益 保 护 、法 律 援
助、社区矫正等方面的专业优
势，建立“1+4+N”包保帮扶工
作体系，凝聚合力，帮助 30 名未
成年人走出阴霾，向阳而行。

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白鑫亮给翠翠（右）送来生日蛋糕。记者吴静怡 摄

近日，海口一
名 15 岁的初三女
生 与 父 亲 发 生 冲
突 后 负 气 离 家 出
走 4 天，家人万分
焦急寻找未果，所
幸，警方成功将孩
子寻回。

近年来，未成
年 人 离 家 出 走 的
情 况 并 不 鲜 见 。
如今新学期伊始，
正 值 孩 子 与 家 长
容 易 发 生 冲 突 的
时期，如何预防处
理 孩 子 动 不 动 就
要 离 家 出 走 这 一
情 况 ？ 记 者 连 日
来 采 访 了 部 分 家
长和专业人士。

海口一初三女生与父亲发生冲突后离家出走引关注，心理专家和律师提醒家长们——

安全教育和及时沟通很重要
■本报记者 王巍

律师提醒：

未成年人夜不归宿
父母要承担相应责任

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亚男表示，未成年人离
家出走后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家人及亲属发现后，应当
及时报警处理，公安机关立即进行处理，不需要等待24
小时。这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在离家出走时，被他人拐
卖。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未成年
人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
在的寄宿制学校应当及时查找，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
告。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或者流落街
头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公共场所管理机构等发现或者
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寄宿制学校，必要时应当护送其
返回住所、学校；无法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学校取
得联系的，应当护送未成年人到救助保护机构接受救助。

未成年人夜不归宿、离家出走属于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予以教育。胡亚男表示：

“未成年人生活经验不足，在辨别是非方面会认知不足，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也不够强，容易遭受不法侵
害。因此，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学校保护、
家庭保护、司法保护。”

另外，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章家庭责任规定，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
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
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
思想、品行和习惯。共同生活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其他家庭成员应当协助和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应当注重家庭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
家庭文化，树立和传承优良家风，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共同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背后因素：

家庭、社会、心理
等多方面因素所致

对此，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正发表示，青少年离家出走
情况时有发生，这背后有多种因素所致。

首先是家庭因素。未成年人离家出走，大都因
父母跟孩子沟通不畅有关。严格的管教、过高的期
望以及家庭内部的冲突，让孩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与束缚，从而产生逃避心理。其次是社会因素。在
社会竞争加剧、价值观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下，青少年
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惑与挑战，当他们在现
实生活中找不到归属感或成就感时，便可能选择离
家出走、逃避现实。再次是心理因素。在青少年时
期，孩子可能会因为自我认知的混乱、情绪调节能力
的不足或人际关系的困扰而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
情绪。当这些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导时，离家出走
便成了一种极端的行为表达。

对于未成年孩子离家出走，陈正发表示，父母可
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处理：表达关心与理解。在找到
孩子后，首先要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理解，让孩子感
受到家长的担忧和爱，抚慰孩子的心灵；深入了解原
因。通过与孩子沟通或请孩子信任的人进行疏导，
深入了解孩子离家出走的具体原因，了解孩子到底
遇到了什么困难；引导孩子理性表达。告诉孩子遇
到问题时，离家出走并不是解决办法，应该学会用合
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不满；给予孩子空间。
如果孩子目前和父母的沟通障碍大，还没过冷静期，
可以给孩子一些时间和空间，等孩子冷静后再进行
交流；改变教育方式。家长应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
避免过度溺爱或严厉惩罚，找到适合孩子的教育方
式，比如通过引导、鼓励来激励孩子。

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父母在疏导孩子时，
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和性格来采取合适的方法。

记者调查：

有不少家长称
孩子数次提到过离家出走

陈先生的女儿今年在海口某中学读初
三。2月13日晚上，陈先生看到女儿还在

玩手机，便着急地提醒她开学在即，希望女

儿把手机交给父母保管，并着手准备开学

物品。女儿却以查资料为由，拒绝了父亲

的要求。

次日清晨6时许，陈先生发现女儿不在

房间，只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女儿称觉

得父母管教太严格，想出门透透气。2月14

日晚，女儿依然未归，也联系不上。陈先生

急忙赶到派出所报警。在警方成功将女孩

寻回后，陈先生感慨，今后要改变与孩子的

相处模式，不会再给她压力。

“我批评、教育儿子，儿子曾多次表示不

满。”海口市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平时孩子的

妈妈比较溺爱孩子，自己也是正常教育孩

子，但是孩子经不住批评，还威胁自己，要是

再批评他，他就要离家出走。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

或多或少都提出过“离家出走”。

“这个寒假期间，因女儿不好好写寒假

作业，她爸爸打了她一下，她第二天早上就

离家出走了。”海口市民赵女士表示，女儿

生气出走后，家人很快就在家附近寻找到

了孩子，但是事件发生后，作为家长，他们

也认识到，孩子出现问题前，或多或少都会

有一些苗头。在日常相处中，不断积累的

小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就容易引发大

问题。除关注孩子学习外，还应多与孩子

进行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