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哇，这个头盔好有意思，有
哪吒和敖丙，还有谨记佩戴安全
头盔的标语。”“我更喜欢这个
头盔，上面有彩虹，而且安全标
语的颜色很鲜艳。”……3 月 28
日上午，在海口市椰海学校内，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椰
海学校举办的校园头盔创意绘
画评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举
行。

活动现场，桌子上摆满了学
生们手绘的各式各样的安全头
盔，大家展开想象的翅膀，将自
己所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用画
笔勾勒出来。

当日，记者跟随海口公安交
警走进椰海学校。此次活动在

“绘画创作+情景普法”的互动
中，将交通安全知识巧妙地传递
给学生。

安全宣讲员与学生交流普及交通安全知识。记者黄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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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法治

行动派
在活动结束后，海口公安交警还为初

中段的学生设计了一堂情景课程。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有些已经进入了

叛逆期，他们通过网络等平台接触世界，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不会像幼儿园或者小
学的学生一样好‘哄’，所以我们会根据学
生的年龄特点，去策划普法的内容，让他
们真实地去感受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后
果。”前往教室的路上，吴松原和记者介绍
道。

开课后，民警们将准备好的课件通过
大屏幕向学生播放，里面的实景事故案
例，让现场惊呼声不断响起。

“这起事故，本不该发生。”在深入剖
析未成年人骑车的隐患时，吴松原告诉
在场的学生，驾驶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
车速较快时，操控的稳定性和刹车系统
的安全性难以保证，存在较大的安全风
险。

“加上有些学生因心智不够成熟，骑

行过程中易受情绪影响，导致车速过快，
甚至出现追逐打闹、比赛超车等一系列
增加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危险系数
的行为。”吴松原介绍。

“警察叔叔，那我会骑车，而且我能
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可以骑车上下学
吗？”课堂上，学生与民警展开讨论。

“会骑车不代表能骑车，对此我国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
动自行车。”吴松原严肃地说。课件中的
真实案例鲜活地展示在学生们面前，让
他们引以为戒。

同时，交警还借助触目惊心的案例，
深入剖析货车盲区的危险、酒驾醉驾的
后果等，以案释法，强化学生们对交通法
规的认知。学生们在互动问答中踊跃发
言，现场气氛热烈，民警针对学生疑问，
耐心解答，将交通安全知识巧妙地传递
给学生，进一步加深他们对交通安全知
识的理解。

临高：

健全长效机制
筑牢护苗防线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3月24日，临高
县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总结2024年未
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分析当前
形势，研究部署2025年未成年人护苗专项
行动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各镇、各部门要强化涉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打击治理，深化“六类”包保
帮扶机制，最大限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要加强校园内外安全管理，切实强化
校外托管机构规范管理，严格落实校园欺
凌隐患常态化排查机制和每月监测报告制
度，抓实抓细控辍保学工作，重拳整治校园
周边环境。要持续深化“家校社”联动，链
接各类社会资源，为未成年人提供各种形
式的帮扶、解困、教育服务。要着力打造预
防为主、综合治理、多方协同、全链条防护
体系，健全长效机制，筑牢护苗防线。

定安：

干警以案释法
预防校园欺凌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杨建悦）
3月26日，定安法院干警走进定安县平和
思源学校，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而深
刻的法治教育课。

干警充分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实际
案例，聚焦校园欺凌等问题，运用以案释
法、以法论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引导学生
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让学生们
深刻认识到校园欺凌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法
律的严肃性。

活动现场，学生们踊跃提问，干警们耐
心细致地解答，为学生们答疑解惑。同时，
为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干警们还向学
生们发放了地球仪等学习文具，进一步激
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保亭：

开展家长法治课堂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3月27日，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妇联到
加茂镇加答村委会开展家长法治课堂活
动，以法治教育赋能家庭教育，筑牢未成年
人成长第一道防线。

活动当天，保亭检察院结合近年办理
未成年人涉罪、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情况以
及溺水事故数据，剖析监护缺失的严重后
果。同时，通过案例宣讲、播放法治宣传
视频以及现场互动的方式，引导家长在日
常生活中要落实好防溺水的“四知”原则，
教育孩子拒绝一切异常的身体触碰，指导
家长通过观察行为变化、加强情感交流、
设定行为边界的方式避免孩子出现行为
偏差。

海口举办校园头盔创意绘画评选活动宣讲交通安全知识

笔笔生“盔”绘就安全
■本报记者 黄君

保护少年的你

“交警叔叔，您看我画的这个头盔怎么
样？”

“画得很棒啊！上面还用鲜艳的颜色
写了很多安全出行的标语，尤其是强调了
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让人记忆深刻。”活动
现场，学生们以头盔为“画布”，用交通安全
元素创作个性安全头盔，民警还现场点评
了学生们的作品。

得到民警肯定，初一学生小黎心花怒
放，她告诉记者，有时候家里人会忘记在骑
车时佩戴安全头盔，这次制作一顶“特制
版”头盔送给家里人，提醒他们出行要记得
佩戴安全头盔。

参赛的作品创意十足，学生们将安全
意识与艺术创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画
笔在头盔上画出了自己心中的文明交通和
要杜绝的交通陋习。

学生们或是画行人文明过马路和点赞
的卡通图案，或是画驾驶员有序开车，或是
画行人横跨栏杆等违规行为并配上大大的

禁止标志，场景化的表达让学生们在创作的
过程中将安全出行的理念更加铭记于心。

除此之外，民警还现场演示了正确佩
戴头盔的方法。“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头围
的头盔，佩戴安全头盔时，还要系紧卡扣。
头盔日常经受风吹日晒，到一定的时间是
需要更换的，大家不要认为头盔没有坏就
可以一直用下去，2到3年的时间就需要更
换头盔。”民警吴松原在将安全头盔正确佩
戴在学生头上时，为大家普及交通安全知
识。

现场，学生们针对平日出行时遇到的
交通安全问题向民警提问，民警们耐心回
答，学生们从“被动听”变成了“主动学”。

椰海学校德育处主任陈举雄表示，此
次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同时也
能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既能
缓解学习压力，又能通过活动学到相关知
识。接下来还会与海口公安交警联合开展
不同形式的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笔笔生“盔”绘就安全 情景普法触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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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与同学发生冲突
父子关系降至冰点

“我知道你们是一番好意，但我真不想管了，
随他去吧。”3月9日上午，由绿苗工作室检察官、
心理咨询师、社工，以及学校领导、班主任和民警
组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团”来到小威（化名）家进行
家访，没想到却遭到了小威父亲的拒绝。

小威的成长经历颇为坎坷，他刚出生母亲就
不幸离世。14年来，父亲独自扛起养育他的重
担，即便从临高农村来到海口经营水吧，也始终将
小威带在身边，坚决不让他成为留守儿童。而小
威也很懂事，学习成绩向来不错，是父亲的骄傲。

此时的小威父亲无奈地诉说着自己的苦衷：
“我这水吧每天都营业到很晚。所以从他读初一
的时候起，我坚持每月花几千元把他放在最好的
托管机构。”没怎么读过书的他，满心期待孩子能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他安排孩子周一到周五吃住
在学校附近的托管机构，觉得在那里孩子至少能
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然而，让小威父亲始料未及的是，托管的这两
年，竟成了父子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一次周末，小
威回家后，父亲在他兜里发现了一包烟和打火
机。“当时我火一下子就冒起来了，但还是强忍着，
想跟他好好聊聊。可他不仅不认错，还顶嘴说自
己没抽，我实在没忍住，第一次动手打了他。”从那
之后，小威变本加厉，甚至带着班上几个同学到水
吧抽烟。多次冷战后，父亲彻底寒了心，再看到小
威带同学来抽烟，就直接掏出几十元，打发他去别
的水吧玩。

因为一件事，父子的矛盾彻底激化。小威在
学校与同学发生冲突，还动了手，对方家长报了
警。正在气头上的小威父亲，赌气拒绝去派出所
处理这件事，父子关系和小威的问题，都陷入了僵
局。

叙事疗法破冰
父子沟通解开心结

在托管机构躲了好些日子的小威，经耐心沟
通后，终于愿意回家和大家好好聊聊。在琼山区
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高彩玉和绿苗工作室
心理咨询师唐齐的引导下，小威打开了话匣子。

小威上初中后，父亲送他去校外托管机构，这
让他一直心存困惑，觉得自己像是被“扫地出
门”。同学们发现他母亲早逝且在外托管，时常对
他冷嘲热讽。

小威尝试和父亲沟通，得到的却是“男孩子矫
情什么”的回应，父亲还诉说着在海口生活成本
高，要拼命赚钱供他读书的无奈。长此以往，小威
渴望温暖与认可却求而不得，为找“存在感”，便和
逃学、打架的孩子混在一起。

小威委屈地回忆：“被老爸发现烟那次，我本打
算等他忙完再跟他解释自己没抽烟，可他根本不听
解释就打骂我。”从那以后，叛逆情绪在他心中蔓延，
他常带朋友去父亲水吧抽烟、打游戏，故意气父亲。

检察官看着小威，语重心长地问道：“孩子，你
也上初中了，有些事该好好想想了。你知道老爸
的店每天营业到多晚吗？每天除去成本，又能赚
多少钱？还有你寄宿托管机构，每月要花多少钱，
你心里有概念吗？”听到这里，小威羞愧地低下了
头，轻声地说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随后，检察官用一个个真实案例，以讲故事的
方式，耐心地讲给小威听。在这些故事里，小威逐
渐感受到了父亲那些藏在严厉背后的深沉爱意。

而小威也在唐齐的引导下，理解了父亲独自
抚养他的艰辛。曾经父亲那些让他觉得刺耳的
话，此刻也有了不同的含义。他明白父亲是希望
他能有出息，只是表达爱的方式有些粗糙。在唐
齐的帮助下，父子俩开始互相交流内心的想法和
感受，多年的心结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松动、解开。

父亲重燃希望
化解孩子与同学的矛盾

“家庭教育指导团”敏锐察觉到小威父子和解
的时机已然成熟，便将两人召集到一起。

唐齐率先发言，她深知小威父亲之前不愿管
教孩子，实则是对孩子极度失望。唐齐说：“小威
出现的‘问题行为’，在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中具有
一定普遍性。大家要正确认识这个阶段，别过度
焦虑，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

随后，唐齐真诚夸赞小威的父亲：“您真的很
了不起！独自一人把孩子拉扯大，即便工作不顺、
生活艰苦，也始终尽力给孩子创造好条件，从不亏
待他。”这番话让小威不住地点头。

紧接着，唐齐委婉地提醒，亲子教育的方式方
法极为关键：“小威都14岁了，个头快赶上大人
了。一味放纵，看似避免冲突，实则无法引导孩
子；一味打骂，看似严格，实则缺少耐心和帮助，孩
子也难以理解家长，没法产生情感共鸣。”她建议
让小威回家住一段时间，课余帮忙父亲，这样能增
强他的家庭责任感，培养担当意识。

3月21日，“家庭教育指导团”再次到小威家
家访，惊喜地发现父子关系明显缓和。小威的父
亲主动联系与小威发生冲突的同学家长，在双方
家长耐心劝说下，两位同学放下心结，重归于好。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常常会因为孩子出
现的阶段性问题而陷入绝望与无助，进而忽视了
孩子成长过程中积极的一面。叙事疗法借助倾
听、共情、深入挖掘和引导反思等方式，帮助家长
转换视角看待孩子的问题，重新点燃对孩子的信
心与希望，最终助力家长和孩子携手走出困境。”
高彩玉介绍，绿苗工作室后续将持续强化部门间
的协作，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为家庭教育指导提供
有力支持，让家庭成为孩子们最温暖、最坚实的避
风港，陪伴他们在爱与关怀中茁壮成长。

“太感谢大家了！我和儿子的相处已经好很多，还带他去派出所和同学化解了矛盾，孩子们已握手
言和。”3 月 21 日，这通饱含感激的电话，让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绿苗工作室的检察官们感到欣慰。

自 2024 年 5 月 24 日该院绿苗工作室挂牌成立以来，该工作室不断加强与公安机关、妇联、教育等部
门的联动，不断拓展未检工作职能，从帮教涉案未成年人逐渐延伸向帮教在校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加大
预防犯罪工作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