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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宁德， 拥有近 10 年
青少年事务工作经验的社工张
美锋正忙着在宁德技师学院组
建一支“学生守护者”队伍。 这是
宁德市“070 零欺凌”驻校社工的
工作之一。

“070 零欺凌”驻校社工项目
于今年 3 月正式启动，由共青团
宁德市委和宁德技师学院共同
发起，宁德市初心益宁社工机构
提供具体服务。

张美锋告诉记者，“学生守
护者”从在校学生中选拔，他们
要跟驻校社工学习预防校园欺
凌的知识，配合社工在校内开展
日常宣传和专题讲座等工作。
“学生守护者” 如果发现身边的
校园欺凌行为，要有技巧地制止
或协助受欺凌者寻求校方、父母
和社会等多方支持与帮助。

宁德技师学院 2022 级无人
机应用技术专业学生石静宣就
是一名“学生守护者”。 成为“学
生守护者”短短 1 个月左右的时
间，石静宣已经和张美锋等多名
社工学习了如何识别校园欺凌

行为类型、校园欺凌对人的身心
影响、如何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
下帮助受欺凌者等相关知识。

此外，石静宣还协助社工在校
开展友好校园环境建设、日常宣传
和心理疏导等工作。她说：“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减少或阻止校
园欺凌行为，去帮助和陪伴被欺凌
的同学，带给他们温暖！ ”

除了建立这支守护队伍，宁
德市“070 零欺凌”驻校社工项目
目标还包括： 提升 80%以上学生
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对筛选出的
重点学生（欺凌者或被欺凌者）
进行关注和干预等。

新学期伊始，张美锋和同事
在宁德技师学院以匿名问卷的
形式做过一次摸底调查。 问卷
中，学生如果认为自己正在或曾
受过校园欺凌，并愿意寻求社工
帮助，可留下真实电话。 经过这
次摸底，驻校社工已关注并跟进
了几个重点事件。

据团宁德市委统战权益部部
长兰薛岩介绍， 开展这项预防校
园欺凌驻校社工项目工作， 最早

要从 2022年 10月说起。 当时，团
宁德市委相关工作人员先后走访
了当地多所初高中学校和中职学
校， 对各校的生源状况和学生工
作需求做了初步摸底。走访中，他
们考虑到， 宁德技师学院是一所
本地高职专科， 非常重视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和校园安全治理，此
前已专门打造了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 并与宁德市公安局蕉南派出
所建立了宁德技师学院警务中
心。 但是因其人员力量和工作资
源有限， 学校难以专门针对校园
欺凌开展系统性治理工作。

兰薛岩说，“070零欺凌”驻校
社工项目的核心特点是“针对性
强、陪护式和全链条介入”。与许多
地区和学校仅入校开展预防校园
欺凌宣讲活动不同，“070零欺凌”
驻校社工项目会定期对学校教职
工、学生和家长进行心理和人际关
系等多方面的指导培训。该项目还
会定期邀请公检法系统宣讲员进
校开展讲座，从法律角度增强学校
师生对校园欺凌的认知。

目前，宁德技师学院已专门

开辟一间“070 零欺凌”驻校社工
项目办公室。 校内也设立了求助
电子信箱，学生可随时扫描二维
码进行线上求助。

张美锋计划选一批平时跟
学生接触机会较多的老师开展
首次系统培训，让他们成为首批
预防校园欺凌的内生力量。 她将
这项工作比作播种。

培训内容除了识别校园欺
凌行为、如何处理校园欺凌这类
一般性的知识外，重点在于提高
学校教师的情绪感知力和情绪
管理能力。 培训前期会通过大量
情景模拟来测试老师的情绪反
应，后期再据此对培训内容和密
度进行调整。

张美锋解释，公众目前对校
园欺凌的认知大多是学生间发
生的肢体冲突，语言和情绪上的
欺凌行为因其隐蔽性，常常被忽
视。 受欺凌学生的情绪通常很敏
感，当他们向老师求助时，如果
老师情绪感知力不够敏锐，将错
失处理良机。

孙万宝是宁德技师学院保

卫科的一名教师，平时经常要处
理学生间发生的冲突。 近期，他
已参加了多场预防校园欺凌的
教育讲座，并计划参与驻校社工
即将开展的系统培训。

了解到校园欺凌背后的各
类成因后，孙万宝现在跟学生交
流时会更注意沟通技巧和情绪
管理，对重点学生比如离异家庭
子女或留守儿童，他会多关注学
生的情绪变化和生活需求。 在和
家长交流时，孙万宝也会向家长
普及暴力化教育的危害等。

未来，团宁德市委还会辅以
主题团日、普法讲座、主题班会
和模拟法庭等活动，了解青少年
思想动态，加强法治教育、自护
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团宁德市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借由团
市委搭建的平台联动好有关部
门和社会组织，让大家共同聚焦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创新孵化
一批预防校园欺凌的社工服务
项目，让预防欺凌的种子真正在
校园内扎根，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据《中国青年报》）

福建宁德启动“070零欺凌”驻校社工项目
让预防欺凌的种子在校园扎根

最高检：大力推动未成年人检察
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

据介绍，近年来最高检不断
深化与民政部、共青团、高校等
部门合作，充分吸纳社会专业力
量，开展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
体系建设工作，实现专业化办案
与社会化服务的有效衔接，并推
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规范》国家标准的出台、宣传和
落实，完善专业化和社会化相结
合的检察司法保护体系，最大限
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
芳介绍说，2018年 2月，最高检和
共青团中央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加强
犯罪预防、 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等方面探索社会支持工作机
制， 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积累经
验。2019年 4月，最高检和共青团
中央在全国 40 个地区开展社会
支持体系建设试点。 2021 年 10

月，在 80个地区持续开展社会支
持体系示范建设， 委托首都师范
大学研发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
服务国家标准， 以落实未成年人

“两法”为目标，以社会支持体系
专业化、规范化建设为主要任务，
以示范引领和先锋带动为抓手，
推动全国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
体系建设深入开展。

据悉，全国未成年人检察社
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工作目前
取得了四大突破性进展：

一是社会支持服务内容创
新扩展。 各示范建设单位在开展
基础服务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开
展家庭教育指导、 不良行为干
预、法治宣传教育等服务，示范
建设期间，检察人员携手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累计为涉罪未成
年人提供帮教服务 8.5 万人次，
覆盖 88.65%的审查起诉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累计为未成年被害
人提供保护救助服务 3 万余人
次，覆盖 51.23%的受理审查起诉
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

二是社会支持服务质量明
显提升。 通过司法社工为涉罪未
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导
和教育矫治等服务，80 个示范建
设单位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率
为 4.7%，低于近五年来未成年人
再犯率 1.2 个百分点。 各示范单
位引入社会力量提供专业服务，
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项目的
社会组织支持率达到 100%。

三是社会支持服务保障力
度不断加大。 示范建设期间，累
计有 2.6 万名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投入专业服务、资源联络、组织
管理等工作，其中有 877 人拥有
心理咨询师资质，198 人拥有家
庭教育指导师资质，59 人具有律

师执业资格。 各试点单位共投入
7470 万余元用于场所建设、专业
服务、人才培养工作。 参与社会
支持体系建设的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年度审计及年检合格率为
100%。 社会工作人员力量、社会
资源、经费保障进一步规范。

四是社会支持服务更加智
能化 。 检察机关完善与共青团
12355 平台的沟通协作机制，搭
建工作管理和沟通平台。 湖北
省黄冈市联通检团服务平台，
把团委部门 12355 青少年服务
平台与检察机关 12309 检察服
务平台进行对接， 最大化发挥
资源功效。

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
权益部部长岳伟介绍，依托在社
会化动员方面的优势，共青团组
织一直致力于青少年事务社工、
青年社会组织的培育，着力构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社会支持
体系。 截至目前，各级团组织共
培育 、 联系青少年事务社工
23.35 万人， 其中近三成是青少
年司法社工，他们活跃在社会调
查、心理疏导、观护帮教、附条件
不起诉监督考察等工作一线，协
助落实涉未成年人各项司法保
护制度。

会上，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
持体系研究基地主任、首都师范
大学副校长雷兴山介绍了参与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
范建设有关工作情况。 此次发布
会还发布了“段某某寻衅滋事附
条件不起诉案”“困境儿童庞某
保护救助案” 等六个典型案例，
更好地展示了检察机关与社工
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助推未成
年人保护大格局的有益探索和
实践。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
持体系示范建设 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

规范》国家标准落实”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未成年人检察社会
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工作情况，发布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示范建设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