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假，林兵组村的“儿

童之家”组织了“春泥计划”夏令

营。上午辅导孩子们作业，下午

组织孩子们绘画、玩彩泥、做科

学实验，有时也带孩子们外出捡

菌子、制作标本。“儿童之家”由

麒麟区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负责运行，创办人郑红琴介绍，

社工在策划活动时会注重培养

孩子们的表达能力、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并让孩子们体会到创

造价值的乐趣。与此同时，服务

中心的社工们观察总结了孩子

们出现的专注力不足、缺乏自信

心等问题，开学后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系列活动。

2017年创办以来，林兵组村
的“儿童之家”已持续服务了村

里 300名留守儿童，组织活动的
丰富性、科学性不断增强。林兵

组村的故事是我国未成年人保

护的一节小小片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工作格

局逐步健全，社会力量更加充

实，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

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

护“六大保护”相互融合、协同发

力。守护未成年人的网络正在进

一步织牢织密。

社会理念更新
关爱更有温度

2017 年，此前一直在昆明
从事流动儿童帮扶工作的郑红

琴，看到一个家乡的孩子在路

边写作业、没有父母陪伴，决心

回到家乡服务留守儿童。最初

只有她独自一人，带着爱心人

士捐赠的 7 个书架、400 本图书
和 20 套玩具。

如今，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有 5名社工，还有定期参与活

动的志愿者与实习生，已在两个

乡镇 5个村建立起“儿童之家”。
为解决场地问题，当地政府和村

委会对接，将“儿童之家”与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整合。这里有

宽阔的场地、适合孩子高度的桌

椅、整面墙的书架和绘本，到处

张贴着孩子们的绘画作品，童趣

弥漫。“孩子们平时住校学习，周

末回家。所以我们在周末、假期

都会举办活动，很多孩子来了就

不愿意走。”郑红琴说。

目前，麒麟区在 130多个村
居社区建立了“儿童之家”，为全

区 2200 多名留守儿童服务，同
时还设有亲子阅读基地。

乡村如此，城市同样如此。

为了给儿童成长提供适宜的条

件、环境和服务，2021年国家发
改委联合 22部门印发《关于推
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要求到 2025年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 100 个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试点。目前，我国多个城市都

提出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目标

并付诸实践。

今年 3月，广东广州儿童公
园儿童花园建设期间，25名小朋
友作为“小小体验官”来到施工

现场，与设计师、建设者们面对

面交流，描绘着自己心中儿童花

园的样子。很快，孩子们的期待

成为现实。建设方案将原本要铺

设石块的区域全部变成了草坪，

为儿童提供更多具有自然趣味

的空间；

江苏苏州通过设置生动醒

目的限速、禁鸣提示标志，配置

路口红外感应智能信号灯、立体

彩色斑马线等，打造出安全、有

序的儿童友好交通出行区域；

深圳陆续出台多部针对学

校、医院等场景的儿童友好建设

指引，甚至细化到了教室课桌椅

的摆放距离；

上海有的社区在“微更新”

中，设计户外运动场时针对 3
岁至 12 岁少儿群体的特点，引
进平衡木、攀岩墙、秋千等设

备，一经开放就受到周边孩子

欢迎……

这些温暖的细节，无不蕴含

着儿童友好的意味。

预计到 2035 年，全国百万
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将超过 50%，儿童友好
理念将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全民

自觉。

部门融通联动
保护更有力度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

告诉记者，近年来整个社会经历

了从传统儿童观到现代儿童观

的观念转型。

“传统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

的‘附属品’，养育孩子是家庭内

部的事情。而现代儿童观念是将

孩子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但他

们更弱小，因此要确立‘儿童最大

利益原则’。与此同时，儿童的成

长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如果父

母职责履行不到位，国家将进行

干预。可以理解为‘国家是儿童的

最终保护者’。”宋英辉说。

但“国家”是一个抽象概念，

具体到执行过程中，更多体现为

职能部门、司法机关。制度性保

障让未成年人能够得到更多维

的关注、更及时的帮助。

———留守儿童的处境始终

让人关注。2019年，民政部等十
部门下发文件，将“儿童主任”这

一制度安排推广到全国各地，以

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必要的

关爱保护。这成为我国建立健全

基层儿童福利服务机制的关键。

截至 2022年 9月，全国共配备
66.7万名儿童主任。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为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共同提出，依

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城乡

社区教育机构等活动阵地，普遍

建立家长学校。如今对失职家长

的教育指导已在涉案未成年人

家庭中普遍展开。

———保护未成年人的前提

是发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为破

解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问题，

2020年 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9部门共同发文，规定学校、医
院、村居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现未成

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虐

待、欺凌、拐卖等 9 类不法侵害
情形，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

举报。截至 2022年 5月，检察机
关在办案中发现应当报告而不

报告的案件超过 1600件，推动
追责 299人。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需要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高效联动，形

成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有机整

体。”宋英辉说。2021年，国务院
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中央层面的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统筹协调机制正式建立，提升

了未成年人综合保护能级。

这样的效果在个案上体现

得最为直观。2020年，因为父亲
犯罪被判刑，母亲下落不明，祖

父母又已去世，14岁的小夏处于
事实无人照护的状态。为了让小

夏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能够尽

量像同龄人一样成长，小夏所在

的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团区

委、民政局、教育局等部门联合

会商、各司其职：检察院、团区委

委托司法社会服务中心选定近

亲属中可以临时监护的人，并指

派社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协调

心理咨询机构为小夏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心理疏导；区民政局指派

民政干部、儿童主任定期家访，

并为小夏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生活保障；区教育局指导学校

安排班主任、心理老师重点关注

小夏的学习、心理状况。

充实专业力量
服务更有精度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法

等相继修订、出台，未成年人保护

法律体系正在完善。而将所有法

律规定、制度措施落实到孩子身

上，归根结底需要专业的人。

未成年人司法是实现未成

年人事务治理的最后一个重要

环节。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
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标

志着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所建立

的检察业务类别确立。从前分散

在各个领域的检察官有了更多

时间和空间精益求精。

检察官之外，2021年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未

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探索通

过对部分城区人民法庭改造或

加挂牌子的方式设立少年法庭，

审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确保未成年人依

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和专业人员活跃在孩子们

周围。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

益部部长岳伟介绍，从 2014 年
起，共青团配合民政部积极加强

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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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团市委主管的超越青少年社

工事务所就是其中的优秀代

表。”岳伟说。

今年夏天，超越青少年社工

事务所带领所服务的罪错未成年

人 5次沿着不同线路在城市“走
南闯北”。最近的一次活动中，他

们沿建国门－北京站－崇文门－前
门一线，一边徒步一边向外卖员、

保安、环卫工人、执勤民警等送

水。这样的活动能够增强少年们

的成就感、效能感和归属感，是帮

助罪错未成年人改善偏差的认知

和行为习惯的方式之一。

超越事务所还与北京市各级

司法机关、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

组织密切合作，他们对涉案未成

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对被害未成

年人进行疏导，链接社会救助资

源；为涉案未成年人父母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协助孩子获得有效

的家庭支持……每一类服务，都

精准守护着有需要的群体。

类似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同

样在各地积极展开。以专业社工

为支持，加入志愿者、老师、儿童

主任等人员的“1+N”精准服务
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体系正在形

成，一系列国家标准相继出台，

成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的里

程碑式成果。

一项项举措、一组组数字的

背后，是守护儿童健康发展的决

心与责任，是我国儿童事业发展

迈上的新台阶。

（据《光明日报》）

”
9月下旬的一天，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林兵组村的“儿童之家”，10多名孩子对着方格纸正开心地“竞赛”，这张方格纸上写着顺序打乱的1至25这25个数字，谁

能最快按照顺序点出1到25，谁将获胜。这是“儿童之家”专注力提升小组的活动之一舒尔特

训练法。

同心呵护童心 以爱浇灌未来
———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不断织牢织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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