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民政厅开展“包保责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工作，助困境少女全
面发展和成长

从“被动受助”到“主动追梦”
■本报记者 吴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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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 最美“护苗人”

保护少年的你

行动派

儋州法院：

进校园开展
法治教育讲座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邵慧
颖）5月20日晚，儋州市人民法院法官胡阳以
法治副校长的身份走进儋州市第二中学，以

“防范校园欺凌 拥抱美好明天”为主题，给该
校学生带来一堂内容丰富的法治教育讲座。

讲座上，胡阳以发问的方式，引导学生主
动学习法律知识，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同时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展开深入
浅出的讲解。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引导学生们
代入自己，让大家明白校园欺凌行为不仅会给
他人带来伤害，自己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呼
吁学生们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学生们做学法、
懂法、守法的好少年，用法律为自己的青春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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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日晚上，多哈世乒赛的直播欢呼声
中，15岁的小宁（化名）在好朋友阿玲家里紧盯
着电视屏幕，紧握拳头，眼中闪动着光——屏幕
里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和孙颖莎的凌厉扣杀，和
女孩的内心形成奇妙共振。

“姐姐，今晚看了比赛，我更加坚定了，我要
加倍努力，在中考中拿到好成绩！”小宁激动地在
微信上和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白
鑫亮分享自己的目标。

小宁是乐东黎族自治县一名自称“要逃离家
庭”的困境少女。这个曾因家庭困境陷入茫然的
少女，在省民政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的“包
保责任人+专业社工”帮扶试点工作中，通过由
朋辈、家庭、学校等构成社会支持网络，在心理疏
导、学业帮扶、兴趣培养等方面开展帮扶，正逐渐
提升抗逆力，完成从“被动受助”到“主动追梦”的
蜕变。

“原本小宁由于自我认知较少，也未了解他人
对自身的评价，对自身的资源以及优势不明确，可
能会造成自卑、自我效能感低，导致抗逆力差，不
利于面对未来生活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挫折。”白鑫
亮告诉记者，提升抗逆力是让困境儿童提高心理
健康水平，促进全面发展和成长的关键。

社工上门探访

2024年5月的一天，烈日炙烤着大地。上午
10点，海南省海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白鑫亮
和林昌明穿过狭窄的村路，停在一间平房前。“就
是这里了。”话音未落，木门“吱呀”打开，一位头发
花白的阿婆急切地将他们拉进屋内。

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热浪裹挟着药味
扑面而来。这名60多岁的老人是小宁的外婆陈
阿婆。陈阿婆带着两人径直走向里侧，指着一张
木床介绍：“我女儿多年前因脑部疾病导致残疾，
长期瘫痪在床，没有监护和抚养能力。我女婿一
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照料我女儿。”

“你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女孩？”白鑫亮蹲下问
小宁。

“没想过……”小宁用鞋尖蹭着地面，突然抬
头反问，“姐姐是问我的优点和缺点吗？”得到肯
定后，她快速答道：“我身体健康，性格比较开朗，
有心事会和同学说。”白鑫亮心想，孩子身心健
康，这是一个较好的基础。

另一侧，小宁的父亲老张言语中带着叹息：
“平时我照顾妻子，家庭收入主要靠政府补贴，我
也偶尔出去打零工支撑……”

探访结束后，2名社工前往小宁所在的居委
会，向民政协管员了解小宁家中所享受的政策补
贴。他们从居委会提供的资料了解到，小宁一家
目前已有低保、困境儿童补贴、残疾人补贴等相

关民政补贴覆盖，补贴覆盖已较为全面。
“基础补贴已经有了，要重点修复家庭关

系。”白鑫亮翻看笔记标注：外婆的过度保护、父
女沟通缺失、同龄社交限制……这些隐形的困
境，将成为下次介入的关键。

“有专家指出，抗逆力是每个人都具备的特
质和能力，它使人们在面临困境时能够做出正确
的决策。同时，抗逆力也是一种适应能力，让人
即使遭遇不幸也能够克服困难并健康成长。”白
鑫亮告诉记者，这是破局的关键。

重构人生坐标

8月的一天，乐东某村委会内，白鑫亮正将
彩纸剪成的树叶铺满桌面。“小宁，试试把这3个
优点贴到树干上。”小宁犹豫着拿起写有“善于倾
听”“运动天赋”“乐观”的贴纸。她的指尖在“乐
观”二字上停留了许久：“姐姐，同学们真的说我
总带给他们快乐吗？”

这个疑问，源于3个月前的一次评估。当时
白鑫亮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发现，小宁长期
因家庭困境，承受着同龄人中较为自卑的压力。

“他们笑话我妈妈看不见……”小宁低头扯着衣
角小声对白鑫亮说。

但班主任的评语却显示另一个事实：“该生
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你看到的自己，和别人眼里的你都是真实
的。”白鑫亮翻开记录本，展示小宁的同学给她的
留言，笑着对小宁说，“你看，你会为被欺负了的
同学说话，姐姐年轻时被取笑只会躲着哭……”

小宁声音洪亮：“姐姐！被取笑了要怼回
去！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段坦诚的对话成
为转折点，白鑫亮顺势和小宁分享情绪管理技
巧，而小宁则贡献了自己治疗心情不好的“独门
秘方”——在操场跑步。

那天的“自我品质树”游戏，让村委会内充满
笑声。当小宁将“擅长乒乓球”的树叶贴上去时，
白鑫亮举起手机拍摄：“这棵树会越长越高，下次
我们来种第5颗果实好不好？”此刻，少女眼中的
光彩已驱散阴霾。

“我想像孙颖莎那样！”聊到巴黎奥运会时，
小宁的声线突然拔高。

两周后，白鑫亮带着厚厚一叠资料出现：“3
条路都能通向乒乓球运动场，最近的一条是先考
上高中，然后申请特长生。”她们头碰头研究录取
分数线，最终用红色水笔在一所高中名字处画了
五角星。

“了解自己的目标，并具备制定计划的能力，
是形成抗逆力的关键之一。”白鑫亮对记者说。

“提升30分就能摸到门槛。”白鑫亮运用“小
步子强化法”为小宁制定目标，小宁将训练计划

贴在床头：每天多背10个单词，周末多练1小时
发球。

重建社会支持系统

在初次绘制社会支持网络图表时，小宁把家
人栏涂成了黑色。白鑫亮和林昌明意识到，小宁
的家庭关系需要修复。

转变发生一个夏夜。因体训晚归的小宁与
外婆爆发争吵。赶来调解的白鑫亮捕捉到一个
关键细节——老人边骂边将一碗汤送到外孙
女面前。社工指着结满水雾的汤碗对小宁说：

“外婆是担心你交友不慎。”
“用一种动物比喻家里人”
“妈妈是树懒，爸爸是工蚁，外婆嘛……”
白鑫亮和小宁玩起“家庭动物园”游戏。在

纸上，小宁给外婆画上刺猬尖刺，却在腹部添了
颗红心。这个无意识的创作让白鑫亮顺势引导：

“刺猬的刺是保护，不是伤害。”当被问及最想改
变什么时，小宁犹豫地说：“希望外婆少说‘不
许’，多说‘注意安全’。”

由此作为切入点，林昌明鼓励小宁讲述外婆曾
经为她做过的、让她感受到温暖和爱的事情。接下
来的一段时间，社工常常为祖孙二人一起上课，制
造温情对话的空间，小宁和外婆的关系终于缓和下
来。“谢谢你们的努力，孩子现在常常和我分享学校

里发生的事情。”陈阿婆握着白鑫亮的手说。
同时，白鑫亮也了解到小宁在网络上结识了

一些共同喜欢乒乓球的网友，会共同探讨偶像近
况，督促共同进步，有的网友已经走上乒乓道
路。“网上信息真假参半，和朋友交流的同时，也
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白鑫亮提醒。

“她在乒乓球台前的眼神会发光！”小宁的班
主任李老师告诉白鑫亮，曾经消极的孩子，现在
已经找到了目标和动力。而曾经担忧“体育会耽
误学习”的陈阿婆，也开始收集体育特长生招考
剪报。

通过一系列帮扶，社工从内部自我认知与情

绪调控入手，先是为小宁重塑信心，又从家庭、学

校等方面，构建了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增强了

小宁的抗逆力。
“护苗成长不仅要‘浇水’，还要‘施肥’。”白鑫

亮告诉记者，有了民政补贴这样的“硬件”支持，还

要从“软件”上助力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

战，也就是增强困境儿童面对逆境和挑战的能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如今，离2025年中考还有一个月，那个自称

“要逃离家庭”的少女，已开始教外婆使用手机视

频通话。“我要带着所有人的期待，考上高中，然

后成为体育特长生。”小宁擦拭着手中球拍，胶皮

上隐约倒映着窗外破云而出的阳光。

琼中法院：

干警家访帮教对象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王恋）近日，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帮
教干警联合派出所到帮教对象家中开展入户
走访帮教工作。

在走访过程中，帮教干警与帮教对象面对
面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学习情况
和心理状态等，耐心倾听他们的困惑与烦恼。
同时，针对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以
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普法教育，结合真实案
例，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类、侵财类、打架斗殴类
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危害，帮助帮教对象树立正
确的法治观念，增强自我约束和保护意识，避
免再次误入歧途。此外，还向监护人发放《关
爱未成年人提示书》，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职
责，加强对孩子的日常陪伴教育，关注孩子的
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教育引导孩子遵纪
守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东方多部门：

专项检查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董林）5月22日，东方市公安

局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市人大
代表、市政协委员、学生家长代表组成联合检
查组，到东方市第三实验学校开展校园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

此次检查旨在全面排查校园食品安全隐
患，织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检查过程中，
联合检查组严格对照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和要
求，重点对学校食堂的食品原料采购渠道、储
存条件、加工制作过程、餐饮具清洗消毒、食
品留样以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进
行了细致检查。同时，对学校超市内的预包
装食品进行了抽查，查看食品的保质期、进货
台账等信息。在现场，检查组还通过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食用油、豆芽、猪肉、鸡排等食材
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测，确保食材质量安全。

社工白鑫亮（左）入户探访，和小宁交流谈心。记者吴静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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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哥，你终于来了。我们都想你了。”
“‘六一’国际儿童节要到了，这不赶紧来看看你

们。你们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及时和我们说呀……”
这是记者近日在省公安厅反走私和海岸管理总

队第二支队抱虎海岸派出所民警到文昌市翁田镇茂
山小学上法治课时看到的一幕。学生们叽叽喳喳，
围在民警身边你一言我一语，好像有说不完的事情，
民警们也耐心倾听和回答，画面和谐温馨。学生们
口中的“明哥”，是该派出所的民警梁德明。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将护苗专项行动作为警务
重点，联动学校、司法、村社等多部门共同构建未成年
人综合保护体系，把牢预防、打击、帮教等重点环节，
扎紧未成年人保护链条。”梁德明介绍，目前抱虎海岸
派出所指导辖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建立完善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站，不定时进校园开
展法治教育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织密“预防网”

“同学们，最近有人和我说了一个‘秘密’。”刚走
进教室，梁德明就开始和学生们谈心，聊起了近日在
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预防校园欺
凌。你们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吗？”

“校园欺凌就是打架。”“是欺负别的同学。”“别

人给我取难听的外号，算吗？”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以学生为参与

主体的一种攻击性行为。”随着法治课堂的开始，梁
德明为学生们详细讲解了什么是校园欺凌以及应对
方法。

“明哥，要是我欺负了别的同学，你们会抓我吗？”
随着学生提出的问题，课堂的讨论也逐渐热烈。

“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需要结合具体情形进行分
析。欺凌者侵犯被欺凌者合法权益，造成他人人身、
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将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随着梁德明的讲解，
课堂氛围热烈，大家积极探讨。

课堂结束后，梁德明将刚刚提问的学生以及另
外几名学生留了下来。

“上课前，我说的有个‘秘密’，就是有关于你们
的。你们要不要主动和我说一下事情的起因经过
呢？”梁德明循序渐进地引导着。

“近期，你们几人出现了殴打同学的行为，我了
解到了事情的全部过程，虽然对方也存在错误，但是
同学之间存在矛盾是正常的，你们可以寻找老师、家
长，或者是找我帮助，为什么要去殴打他人？”梁德明
看着低下头的学生，严肃地说。

“明哥，我们错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这样了。”
“明哥，我也错了，不该骂人。”在梁德明的介入下，学
生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相互道歉，握手言和。

“由于学生的年纪小，有时候未能明辨是非，
所以需要民警的及时介入，才能及时将矛盾化解，
预防出现更严重的情况。”梁德明告诉记者，目前
抱虎海岸派出所深入摸排辖区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落实“一人一档”制度，对新排查掌握的涉校矛
盾纠纷，落实“首问负责”制，结对帮教，同时建立
涉校警情抄告制度，邀请学校共同开展涉校警情
处置。

当好“监护人”

从茂山小学下课后，梁德明没有直接回派出所。
“我之前帮扶过一个学生小尼（化名），原来也是

这所小学的，现在上初中了。他家离这里不远，我们
现在去他家走访一下。”梁德明对记者说。

路上，梁德明介绍了小尼的情况。2023年，小尼
在茂山小学就读。那年9月的某一天，小尼与朋友推
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到镇上玩耍，该电动自行车并不
属于小尼及其朋友，很快就被家长发现了。由于怕
小尼学坏、存在不良行为，其家长便找上民警，讲清
这一情况，希望民警能及时介入。

民警介入后了解到，那辆电动自行车并非盗窃
而来，而是小尼的朋友因还不上欠的钱，便将电动自
行车抵押给了小尼。“虽然小尼没有违法行为，但我
们了解到，他平时还是存在一些不良行为，经常逃
学、还抽烟，和朋友到处当‘街溜子’。”梁德明说。

在小尼被家人领回家后，梁德明便时常关注其
情况。虽然小尼的家庭情况相对来说不算差，但他
的家人在外务工，时常不在家，陪伴他的时间较少。
因此，梁德明判断小尼的这些不良行为和习惯，源于
他在外面交到的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随后，梁德明时常找小尼交流，去他家做客。逐
渐地，二人成了朋友。梁德明时常开导和关心，也让
小尼逐渐远离了那些有不良行为的青年。

“现在他已上初二，前段时间有一场考试他不想
去，在我们的劝说下，他还是去参加了，等下我要了
解一下情况，鼓励鼓励他。”梁德明说。

驱车约8分钟后，便到了小尼家。看到民警的到
来，小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真的去考试了，下场
考试我也会去的，你们放心。”

“我知道你肯定去考试了，最近怎么样，在家乖
不乖？”见面后，二人像朋友一样聊起了近况。临走
前，小尼还向民警保证：绝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我们平时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看孩子，怕孩子
学坏。现在有民警的介入，我们也不用担心他学
坏，非常感谢民警。”小尼家人对记者说，眼里充满
了感激。

5 月 22 日，抱虎海岸派出所民警梁德明给学生们上法治课。记者黄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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