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护苗专项行动
中，我们辖区 6 名退休
人员坚持退而不休，主
动 担 当 ，发 挥 银 发 力
量，组建了一支银发护
苗志愿服务队，鼓励引
导孩子们向阳成长。”4
月 2 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七坊镇政法委员马
俊告诉法治时报记者，
去年以来，辖区 6 名因
各种原因厌学的孩子，
在银发护苗队的帮扶
下 ，全 都 重 新 返 回 校
园。

白沙七坊银发护苗志愿服务队的符中正、唐德昌和七坊镇政府工作人员开展家访。记者宋飞杰 摄

发挥余热

“我退休后，感觉自己还算身强力壮，就
琢磨着为社会再做些事。我担任了七坊镇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与其他退
休人员一起发挥余热，用银发力量为护苗专
项行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年64岁，2021
年从七坊司法所所长职位上退休，现为银发
护苗队牵头人的符中正说，银发护苗队由6名
退休人员组成，除了他之外，另外5名是从教
育系统退休的。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 73
岁，最小的63岁。

“我们银发护苗队成员配置得天独厚。”马
俊说，符中正在司法所工作10余年，群众基础
好，调解能力强，且熟悉掌握法律法规。另外5
名老同志执教多年，谙熟学生心理，在教书育
人方面经验丰富，他们完美配合，为未成年人
保护贡献余热。

银发护苗队在镇委镇政府的支持下，多
方施策，整合多方资源，强化与学校、村（居）
委会及家庭的联动，参与校园及周边安全和
文化环境整治行动，与镇司法所、妇联等单位
开展的普法宣传活动，向家长普及相关法律
知识。

银发护苗队与学校建立数据共享、信息
共享机制。学校发现有学生存在厌学情况，
或者不正常到校情况，除了主动联系家长，
及时发现原因，解决存在问题的同时，第一
时间告知银发护苗队，由银发护苗队及时介
入、跟进。

校园走访

今年73岁，曾经长期在七坊镇任教的高

级教师唐德昌说，他们通过校园走访，首先把
厌学学生作为帮扶对象。

七坊镇有10所小学，1所中学。为掌握
每一所学校学生在校情况，以及厌学学生的
数据，银发护苗队的队员们开展了走访。

经过一个月的调研走访，银发护苗队了解
到全镇学校里有6名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厌
学情况。

“我们把相关情况统计分析后发现，厌
学学生的厌学原因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
之处。”符中正说，有的学生是受到家庭影
响，如父母离异，或者监护人失责，导致学生
自己放任自流；有的学生是因为学习方法不
对，导致成绩上不去，对学习产生畏难情绪
后，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而放弃的；有的是

受到生活环境影响，迷恋手机而不想进入校

园等。

因人施策

“要让一个厌学学生发生改变，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曾在七坊任职过学校校长的李祝
群说，解决学生厌学需要从多方面发力。

学生厌学，除了客观因素外，学生的思想
意识、价值观等自身因素也很重要。

为此，银发护苗队在倾听学生心声、了解
厌学根源的基础上，制定帮扶方案，以“一人

一策”的帮扶方案，以及积极劝导和循循善诱
引导的帮扶方式，促使厌学孩子提振精神，向
阳成长。

小郑是一名六年级学生，2023年10月，
其父母离异后，其随同父亲生活。在生活中，
由于父亲生活消极，对小郑怠于管教，小郑从
上学迟到，渐渐演变为不愿意上学。

唐德昌向记者介绍，他们在学校走访中，
了解到小郑在读五年级的时候还是一个主动
学习的孩子，成绩虽然不好，但学习态度还是
可以的，但自从父母离异后，小郑就变得对学
习失去了兴趣。

对于小郑的厌学情况，银发护苗队经分
析研究后，认为小郑同学属于因爱缺失而引
发厌学。

根据小郑的厌学特点，银发护苗队制定
了“家校互动 银发助力”的帮扶计划，即家长
与学校加强联系，随时关注孩子成长情况，适
时予以鼓励予以关怀；银发护苗队队员通过
多次做小郑父亲的工作，让其积极面对生活，
给孩子做好榜样。同时，队员们还以爷爷的
身份，轮流陪伴小郑，给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的
奋斗故事，用亲身经历激励他珍惜学习机会，
追求自己的梦想。

经过一个多月的跟踪帮扶，小郑重新背
起了书包。

“我们因人施策，一人一策的帮扶起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符中正说，目前，全镇6名
厌学的学生，全都重新坐进了教室。

回访跟踪

“老师反映说，我孩子能在教室坐得稳了，
学习成绩也提升了。”3月31日，村民张先生
遇到符中正时开心地说。

张先生的孩子小金就读五年级。今年春
节，在外打工的妻子回到家后，为了弥补不能

陪伴的遗憾，给小金购买了一部手机。

手机伴随小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春节

后，小金就迷恋上了手机，机不离手，并且不

愿再进入教室。后来，经过银发护苗队的一

人一策的帮扶，他再次走进了校园。

“让厌学学生走进校园，不是我们帮扶的

最终目的。”符中正说，七坊的银发护苗帮扶厌

学学生的最终目的，是让厌学学生留得住、学

得稳。为此，银发护苗队建立了长期回访跟踪

机制，建立动态跟踪帮扶台账，对厌学学生实

施“早发现、早介入、早解决”的闭环管理。

“通过多策并施的帮扶机制和长期回访

的跟踪机制，6名厌学学生回到校园后，学习

生活都很稳定。”符中正说，现在七坊辖区的

学校里，没有出现因厌学而辍学的现象。

七坊镇委副书记、镇长符晓辉表示，七坊

银发护苗志愿服务队在该镇开展护苗专项行

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的护苗

专项行动中，将继续发挥银发护苗队的优势，

通过教育、引导、关爱、保护、帮扶相结合，给

未成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

（以上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白沙七坊镇6名退休人员组成银发护苗志愿服务队，帮扶厌学孩子重返校园

银发护“青苗”成长齐向阳
■本报记者 宋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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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省民政厅“包保责任人+专业社工”精准帮扶未成年人摆脱困境

少年重返校园 亲子关系“破冰”
■本报记者 吴静怡

4 月 3 日上午，记者走进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办公室（简称海政社工），社工林昌明正在修改帮扶手册。
采访中，林昌明的手机响起，“哥哥，我过几天要和妈妈到海口玩，到时候去看看你！”电话那头传来欢快的声音。
林昌明告诉记者，电话那头的少年小川（化名），是他帮扶的一名学生。经过多方合力，小川已重返校园。
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24 年 7 月开始，省民政厅在乐东开展“包保责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工作，通过发挥包保责

任人和专业社工在心理干预、权益保护、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帮助未成年人摆脱困境。

初次见面
社工找到突破口

时间回拨到2024年，14岁的小川与奶奶居
住在老家乐东，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母亲
叶曼（化名）。叶曼长期在外务工，很少有面对面
与小川沟通的机会，只能通过电话、视频了解孩
子的情况。叶曼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只能把更多
的时间放在如何提高收入上，久而久之，就忽略
了小川的教育，而小川也愈发厌学。

在学校，小川存在多次违反校纪校规的情
况，初一下学期就休学了。休学后，小川的日常
活动主要是刷短视频或者外出与朋友打台球。

通过护苗工作联动机制，小川的情况很快就
转至社工林昌明处。

在2024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林昌明推开吱
呀作响的铁门，正撞见小川蜷在褪色的藤椅里刷
短视频。

“小川，我是社工明哥。”他弯腰避开屋檐下
垂落的晾衣绳，从包里掏出一盒莲雾：“你妈妈托
我带的。”

小川眼皮都没抬：“放桌上吧。”
林昌明的目光掠过院子：篮球扔在墙角，蒙

着厚厚的灰；窗台上课本摞成歪斜的塔。这些碎
片在林昌明心里拼出成长迷途的轨迹——正处
于叛逆期的少年由于亲情的缺失，理想与现实不
符，衍生出系列问题。

“明天回学校球场打篮球？”听到林昌明的
话，少年划手机的手颤了一下。林昌明捕捉到这
个细节，他了然：小川渴望回到校园。

联动帮扶
助少年重返校园

小川是渴望回学校的，那他为什么一直都未返校呢？
林昌明通过多方调查得知，原来，在小川休学一年后，本

想让孩子复学的叶曼在和学校的沟通中产生了分歧，叶曼认
为，初一休学的小川复学后应该上初二，但学校方面表示因为
其学籍在初三，小川只能就读初三。

叶曼担心孩子直接上初三跟不上其他学生的进度，会因
此再次辍学在家，她与班主任杨老师多次沟通，但双方都未找
到解决办法。这当中让叶曼对杨老师产生了误解，小川复学
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林昌明对她进行疏导：“您误解了班主任的意思，他也希
望孩子能够返校，但他不能违反学校的规定。”

“希望你们能和教育部门沟通，解决小川的学籍问题，帮
助小川返校就读。”杨老师表示。

了解情况后，林昌明立即汇报至乐东县委政法委，针对小
川学籍问题和返校就读年级等问题进行咨询，乐东县委政法
委迅速联动教育局等相关部门，核查小川学籍状态，并就学籍
恢复与异动流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林昌明联系学校领
导，询问小川之前在校的情况及重返校园的手续办理流程。

“我们会安排老师配合社工做小川的思想工作，积极劝返
孩子返校就读。并结合小川的实际情况，遵循孩子及家长的
意愿，根据其发展需求，安排孩子就读初二年级。”学校领导表
示，后续会按相关人员给小川办理学籍变更，确保小川能够

“无障碍”回归校园。
在乐东县委政法委、民政、教育、学校等多部门联动下，小

川终于顺利重返校园。
“那天，妈妈送我到学校大门，我觉得好开心，我要珍惜这

个机会，好好学习！”在林昌明回访小川的电话中，记者听到小
川充满朝气的声音，带着对未来的向往。

家庭教育指导
母子关系“破冰”

小川返校后，叶曼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但她仍
和林昌明保持着联系，通过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学习教育知识、传授沟通技巧等。

2024年 11月的一天，在心理咨询室里，“试试这
个。”林昌明给叶曼递去盖着海星贴纸的“心情日记本”，

“把想说的话写在浪花页，空白页留给小川写他的想
法。沟通就像打台球，不能直愣愣地撞过去，得找角
度。”叶曼接过日记本，若有所思。

一个多月后，林昌明接到叶曼的电话：“我买了下个
月回乐东的车票，您上次说的‘心情日记本’，我记满半
本了。”

“妈妈，谢谢你和我说那么多，现在开始，我试着理
解你……”小川一笔一画地在“心情日记本”空白处写下
想对母亲说的话，母子俩的关系终于“破冰”。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叶曼告诉林昌明，“班主任
说，小川最近在校表现良好，但偶尔在课堂上会犯困，为
了更好地帮助小川融入校园生活，我回来后就找这边的
工作，这样能专心照顾小川，我想弥补那些错过的陪
伴。”

在家、校、政、社合力下，小川回归义务教育，这是省
民政厅开展护苗行动“包保责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
工作的一个缩影。

“教育不是疾风暴雨的修剪，而是春风化雨的等
待。”海政社工负责人林妍告诉记者，目前，有50余名包
保责任人和专业社工架起护苗“沟通之桥”。

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该项试点工作中，
已有30位未成年人接受帮助，目前已初步形成可复制
的一套有效的工作经验，未来将逐步推广至其他市县。

儋州：

开展预防校园暴力
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4月 1
日，儋州市司法局光村司法所走进光村镇中
心学校开展“预防校园暴力 拒绝欺凌”暨

“法律援助进校园”宣传活动。
“同学们，遇到校园欺凌应该怎么办？”

“遇到持刀暴力事件该如何应对？”“如何寻
求法律援助？”课堂上，法治副校长李发燕通
过概念解释、现场提问、案例讲解的方式，引
导学生们树立“遇事找法”的思维。该司法
所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未成年人法律
援助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100余份，帮助他
们进一步掌握预防校园暴力、校园欺凌和法
律援助知识。

保护少年的你

东方：

寓教于乐
讲解交通安全常识
本报讯（记者董林）近日，东方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大队联合东方市教育局走进辖
区港务中学，为该校七年级的100余名师生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宣讲交警以生动有趣的语言和互动形
式寓教于乐，普及乘车、骑车、步行等方面的
交通安全常识，还详细解读了各项交通规
则，引导同学们养成遵守交通信号、规避车
辆盲区以及正确行走人行道的好习惯。同
时，交警还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出行习
惯，通过省内外及辖区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深入剖析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及
特点，使同学们明白未满18周岁驾驶机动
车、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等交通违
法行为的危害，从而真正做到守法、文明的
交通参与者。

琼中：

民警进校园讲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何君钰）

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交警走进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以

“同守护 共成长”为主题，为学生送上了一
堂贴近生活的交通安全课。

活动中，民警通过PPT普及交通安全常
识、播放警示视频、分析典型案例、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向学生讲解
了如何安全出行、安全乘车、安全骑车等内
容。现场还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问答环节，
学生在现场争先抢答。民警还邀请学生示
范佩戴安全头盔，纠正其错误佩戴习惯，为
在场人员讲解了正确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
方法，强调“系牢卡扣、调整松紧、护住下颌”
的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