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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最美“护苗人”

一家人深陷困境

去年8月的一个晚上，儋州市那大
镇群英社区的街巷亮起璀璨灯火，“爱心

妈妈”唐玉燕来到辖区的一间出租屋。

轻轻叩开这家人的门扉，唐玉燕看到令

人揪心的场景：病弱的阿玉在厨房佝偻

着腰身，拖着一只因车祸受伤的脚，在灶

台上翻炒着孩子们的晚餐。时间的指针

已指向20时，4个未成年孩子仍在等待

锅中那简单的餐食。堆满杂物的小屋

内，摆着一张陈旧的沙发，阿玉请唐玉燕

坐下后，表情木讷地与其简单交流着。

当唐玉燕握住她的双手，轻声鼓励、安慰

她时，这位母亲终于卸下坚强的伪装，泪

水决堤般涌出，将家庭情况与难处向唐

玉燕一一道出。

与前夫离异、与现任丈夫分居、病痛

缠身、4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4岁……尤

其是阿玉与前夫生育的大女儿慧慧原本

判与其父亲一同生活，二女儿则判与阿

玉一同生活，但与父亲一同在广东生活

的慧慧遭受了极其不好的对待，甚至陷

入抑郁。尽管阿玉再婚生了2个儿子，

得知此情况的她，仍不顾生活困难，毅然

将慧慧接回身边，但生活的重担几乎将

她压垮。

“放心吧，你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

唐玉燕的轻声劝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

——“相信政府、相信自己，那大镇政府、

那大镇妇联、群英社区党支部一定会全

力帮助你从生活的困境中走出来。”

笑容回来了 青春绽放了
“爱心妈妈”唐玉燕助退学少女重返课堂，为困境家庭点亮希望

■本报记者 王巍
4 月 12 日，在儋州市那大镇群英

社区，“爱心妈妈”唐玉燕正在慧慧（化
名）家里和她们一家话家常。“慧慧又
得了一张奖状！”慧慧的妈妈阿玉（化
名）开心地对唐玉燕说。这个曾经阴郁
的小屋，如今墙上贴着孩子们的奖状，
锅里飘着肉香，每个人的笑容都透着希
望。这一幕温馨的场景，正是海南省妇
联“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的生动缩
影。

去年 4 月，海南省妇联启动“爱心
妈妈”结对关爱儿童工作，发出招募令
和倡议书。省妇联领导班子带头，各
级妇联干部和执委、妇联团体会员，来
自律师、检察官、医护人员、人民教师
以及“五好家庭”等各行各业各领域女
性踊跃参加。儋州市那大镇群英居委
会妇联主席唐玉燕正是“爱心妈妈”中
的一员。在她和儋州市妇联副主席
戴笛等工作人员的帮扶下，慧慧一家
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开课法治

行动派

遗失声明
乐东黎族自治县什玛医院不慎遗失：开户许

可证号：Z6410000495702。账号名称：乐东黎族
自治县什玛医院，账号：2201026629200005527，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东县支行。

灭失声明
屯昌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本人朱跃敬（身份证号码：4600261953111000X）
于2006年7月购买一辆琼C4M933摩托车，发动机
号 为 ： 75020170，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
LC6PCJK5X50026662，于2019年7月3日因“木
恩”台风在海南登陆，外出途中经屯城镇吉安桥造成
机动车灭失，本人承诺以上陈述属实，愿意承担因此
事造成的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唐玉燕到慧慧家中给她们一家送
来米油等物品。 记者王巍 摄

案例讲述触动童心

为了准备这堂课，李力和龚晓梅可是花了不少心
思。得知上课地点在大操场，没办法使用PPT和动画，
而且上课的对象是三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们，两人琢
磨着，一定要把课程弄得既有趣又贴合孩子们的兴趣。

“在案例选择上，我们精心挑选了与小学生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因起绰号引发的矛盾、被人强索
财物等，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龚晓梅笑
着说，“我们就是想让孩子们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
些事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从而明白校园欺凌是什
么样的，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在互动环节的设计上，法官团队也特别用心，考虑
到孩子们的年龄和理解能力，李力和龚晓梅设计了好
多简单易懂的问题。

“假如有个‘老大’欺负同学，旁边跟着的两个兄弟，
那两个兄弟有没有错呢？”课堂上，龚晓梅首先抛出一个问
题。“我觉得跟着的人不对，他们看着不管！”“可是他们没
动手呀，说不定是害怕呢？”话音刚落，孩子们随即分成两
拨观点阵营争论了起来。待学生们都说明理由后，法官
团队再详细地给大家讲解，让学生们都能把知识记牢固。

“校园欺凌通常有四种形式，包括身体欺凌、语言欺
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大家觉得小美遭受的是什么
形式的校园欺凌？”在随后的案例分享环节，法官结合改
编的小故事讲述了校园欺凌的表现形式。听完小故事
后，孩子们都深有感触，纷纷吐露心声，说出自己遭受过
的校园欺凌。

“我以前被同学孤立过，那种感觉很难受，这辈子
都不想再回忆和经历。”一位五年级的女生率先举手，
声音有点哽咽。紧接着，一位四年级的男生也鼓起勇
气说：“我曾经被人围在角落，威胁说出自己的秘密，不
说就不让我回家……”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深感惊
讶，也让大家对校园欺凌的危害有了更深的认识。

案例讲解+互动问答
三亚中院法官普及预防校园欺凌知识，身边话题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本报记者 麦文耀

“如果你在学校外面的僻
静角落，看到有同学被欺负，你
会怎么做？”

“我可能会大声制止！”“当
然是赶紧跑去喊大人来帮忙！”

“我不太敢靠近，怕他们连我一
起欺负……”近日，在三亚市和
平学校大操场上，一场别开生
面 的 法 治 教 育 课 如 火 如 荼 进
行，不时传来同学们阵阵热烈
的讨论声。

操场中央，坐着来自三亚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的法官李
力和龚晓梅，他们没有穿着黑
色的法袍，而是带来满满一背
包“故事”走到孩子们身边，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同学们
如何“向校园欺凌说不”。

趣味互动寓教于乐

到了趣味互动环节，课堂气氛一下子“燃”到了顶
点。

“熊小包碰到了隔壁学校一‘老大’，被殴打后抢走手
机，如果你是熊小包，会怎么做？”法官刚提问，孩子们都
争先恐后地举起了小手。其中，一名五年级的男孩一脸
严肃地说：“我的东西坚决不能给他，打不过他也要打！”

这个回答让龚晓梅印象深刻。“保命要紧啊，同学
们！”她用诙谐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了遭遇校园欺凌的
应对之策和预防之道。一个小时的课程中，20余次互动
点燃了全场热情。

在众多讨论话题中，孩子们对“打落几颗牙齿构成
犯罪”和“面对暴力索财时该怎么做”讨论得最热烈。大
家你争我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激烈的争论中，学生
们对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的方法也理解得更加透彻。

采访中，龚晓梅说出了自己的些许担忧：“孩子们都
知道打人犯法，但是对生命和身体的保护，缺乏必要的
认知。在讨论时，我发现很多孩子都认为不能把自己的
财物交给‘坏人’，他们认为这是妥协、认输。我告诉他
们，关键时候‘舍财保命’才是正确的做法，没有任何东
西比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健康更重要。”

上课时，在讲到遇到校园欺凌该怎么应对时，李力和
龚晓梅特别留意孩子们的反应。通过观察和互动，他们
发现孩子们普遍对校园欺凌认知良好，能自发识别语言
欺凌、网络欺凌、社交欺凌等非传统欺凌形式，但是对于
面对暴力欺凌时，怎么应对和保护好自己，还掌握得不
够。

“上完这堂课，效果特别明显。孩子们能清楚地说
出，遇到暴力欺负时该怎么保护自己。大家也都知道，
看到同学被欺负不能当没看见，而且还学会了怎么巧妙
地帮忙。”李力笑着说，“课后，许多孩子对自己没有获得
互动的机会感到很失落，从这就能看出，孩子们对这堂
课有多喜欢，对法律知识有多渴望。”

司法温度陪伴成长

“法官通过生动案例与趣味互
动，将抽象的法律知识具象化，让
孩子们易于接受，真是一场及时
雨！”全程听完这堂法治课的老师
对此赞不绝口，希望能多举办类似
的活动，同时，期望能借助法院丰
富的司法资源，组织学生走进法
院，参观法庭、旁听庭审，让孩子们
亲身感受法律的庄严与肃穆，进一
步深化他们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采访中，在谈到法院在预防和
治理校园暴力方面，应起到什么样
作用时，龚晓梅说：“法院应当成为
法治教育的引领者、权益保障的践
行者，法治信仰萌芽的守护人。预
防校园欺凌，可不是简单的‘说教’
讲讲大道理，得用孩子们能听懂、
爱听的话，把法律知识传播出去，
用司法的温暖陪伴孩子们健康成
长。”

三亚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三亚中院将持续加强院校联
动，探索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普
法宣传活动，通过模拟法庭、法庭
开放日、法治专题讲座进校园等丰
富方式，让未成年人学会运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实际
行动为未成年人的成长筑起法治
保护网，为平安校园、法治社会建
设贡献更多法院智慧。

法治课上，学生踊跃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三亚中院供图）

从“唐阿姨”到“唐妈妈”

此后的日子里，唐玉燕的足迹深深烙在群英

社区办公室往返慧慧家的路上。有时她拎着粮、

油来帮厨，有时前来话家常了解家庭需求，有时则

带着慧慧去看心理医生进行心理疏导。

为帮阿玉减轻负担，唐玉燕通过找人合租降

低了一家人的租房成本；帮助阿玉一家联系办理

了临时救助、司法救助金；最重要的是，还帮助退

学的慧慧重新返回校园。从广东接回慧慧后，阿

玉安排慧慧上了一所私立学校，但因孩子心理问

题等原因，不久就从学校退了学，此后便一直跟着

妈妈在街上卖东西。在唐玉燕等人的帮助下，从

来不笑的慧慧在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后，脸上终于

绽开了笑容。唐玉燕立即为她照了相。那张照片

上的笑容，让唐玉燕欣慰地看了许久。

“你跟阿姨说，你到底还想不想上学？”“阿姨，

我非常想上学。”听罢孩子的回答，唐玉燕马上向

儋州市妇联反馈情况，经市妇联副主席戴笛等人

的多方协调，终于帮助孩子重新叩开了校门，重拾

了学业。

当知道自己能复学时，慧慧显得特别高兴。

“你知道你不比人家差，底子是很好的，如果这次

还是觉得不适应，你要努力克服，一定要珍惜这次

的机会。”听到唐玉燕语重心长的劝导，慧慧使劲

点了点头。

唐玉燕的付出，慧慧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

里。慢慢地，孩子口中不再喊“唐阿姨”，而是自然

而然地叫起了“唐妈妈”。

唐玉燕还记得当慧慧第一次怯生生地喊出

“唐妈妈”时，自己惊喜又意外，随着孩子的声音，

她的眼泪也湿润了双眼。

少女复学后逆袭成班长

在刚开始接触慧慧一家时，唐玉燕就了

解到，阿玉患有低钾血症等疾病，与第一任丈
夫离异后颇受打击，如今又和第二任丈夫分

居，同时慧慧又陷入了抑郁，这让当母亲的她

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

阿玉甚至曾有过轻生念头。身在外地的

戴笛及时通过阿玉发的朋友圈，发现了情况

异常，便赶紧通知唐玉燕前去寻人。在成功

劝导阿玉打消轻生想法后，唐玉燕又帮阿玉

约心理医生进行疏导。与此同时，慧慧上学

和心理问题得以解决，阿玉也逐渐开朗起

来。眼看着原来瘦弱的她，如今胖了10斤，

以前见面就哭诉，现在则经常能听到她爽朗

的笑声。

“阿玉，你一定要站起来，一切都会越来

越好的。”在戴笛和唐玉燕的鼓励下，阿玉燃

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每天早上5点多，她就

起来卖菜，中午又去卖蛋糕等小吃，还会帮

人宰鸡、送鸡上门等。在戴笛的安排下，阿

玉参加了农产品直播培训。不久前，阿玉领

取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与人合伙经营起

一家果蔬店，每天直播卖农产品，忙得不亦

乐乎。而她的女儿慧慧，在复学半年后的一

次测试中，成绩排在了班级第6名，还当上

了班长。

在多方联动帮扶下，这个濒临破碎的家

庭正重焕生机，阿玉和慧慧的脸上终于绽放

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而“爱心妈妈”唐玉燕的

故事仍在继续，她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着更

多需要帮助的角落。

儋州：

宣传防性侵知识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

员黄启月）近日，共青团儋州市委员会联
合市妇联、市青年志愿者服务协会在那大
镇中心学校开展以“未成年人防性侵安全
教育普法宣传”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青少年事务社工和志愿者
通过发放宣传折页、设置有奖问答的方
式，结合典型案例，运用生动比喻向学生
们详细阐述包括身体接触类、非身体接触
类（如言语性骚扰、网络传播色情内容等）
等性侵害的多种形式，提醒学生注意隐私
保护，避免与陌生人单独相处。引导学生
们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明确身体边界，勇
敢拒绝任何让自己不适的行为。

据介绍，此次活动覆盖人群 300 余
人。

文昌：

引导学生掌握
紧急避险技能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近日，文昌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高速路中队、文城中队、
龙楼中队联合辖区派出所，分别走进田家
炳中学、迈号中心小学、迈号中学、东阁侠
夫中学、文教联东中学五所学校，开展“美
丽乡村行”暨“知危险 会避险”交通安全
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宣传小分队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
单、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向师生普及交通
安全知识。在互动环节，民警通过问答形
式加深学生对交通标志、信号灯等知识的
理解，并简单模拟实际交通场景，引导学
生掌握紧急避险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