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视线2023年 5月 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崔丽 王亦君 版面编辑 / 张蕾

Tel：010-64098379 11

2023年3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
共青团中央等共同推动完成的《未成
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
准（以下简称“国标”）发布。这是我国
在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第一项国家
标准。

“‘国标’在未成年司法领域中，进
一步明确了社工参与服务的入场资
质，厘清了此前各地政法机关对于司
法社工介入的混沌认识。”在中国政法
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熊贵彬
看来，“国标”能够改变之前一些地方
对罪错未成年人在司法分流中“一放
了之”的困局，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工
的专业化水平和规范化运作程度。

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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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
未成年人再犯率1.2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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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保护救
助服务3万余人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韩 飏

“这孩子整天小偷小摸，屡教不改。”13
岁时因多次盗窃被行政拘留的赵立，在街

坊邻居眼里是名“惯偷”，16岁时他因伙同

别人盗窃电动车被刑事拘留。为了让赵立

自力更生、彻底改掉盗窃恶习，检察机关对

他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并委托北京超

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85 后司法社工李涵

帮教赵立。

2012年，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写入修改

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挽救、

帮扶成为法律制度，司法社工对罪错少年

的评估，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以及法

院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李涵的帮助下，赵立被安排在未成

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当服务员，历经 8 个月

的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赵立顺

利度过附条件不起诉的帮教期，改掉了偷

窃习惯。

赵立只是李涵帮教的众多未成年人之

一。为迷途少年打开一扇窗，为受害孩子

点亮一束光。十余年来，李涵和同事为北京

市 5000 多名未成年人提供违法训诫、帮

教、被害人救助等服务，服务过的未成年人

中 80%都能复工复学、回归社会。

司法社工像风筝的线，拽
回迷途少年

“第一次拿到 3000 元工资很开心，对

他来说是一笔巨款，能养活自己了。”李涵

了解到，赵立之后再没偷过东西，开始自食

其力了。赵立家庭经济条件差，母亲很早因

病去世，父亲没有精力、能力管教他。五年

级时，赵立被人打伤，他瞒着爸爸辍学离家

出走。

“没人教育他偷东西不对，也没有人关

心他今天吃了什么、睡在哪儿。”辍学后流

浪在外的赵立偷了不少生活必需品，李涵

称，“罪错未成年人出现问题行为的背后，

折射出他们与家庭或学校相处不融洽、自

我发展与社会要求存在矛盾或冲突。”在对

2015 至 2019 年服务过的 900 个未成年人

数据分析统计后，李涵发现，年龄在 14-18
岁的未成年人中，有超过半数辍学；盗窃占

近 40%；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

占 25%以上。

抽烟喝酒泡网吧、聚众斗殴飙摩托……

李涵帮教的另一位罪错未成年人饶申，是

个青春期叛逆型孩子。16 岁时，饶申在所

谓“大哥”带领下“混社会”，因与圈内“兄

弟”参与斗殴被刑事立案。饶申生活在离异

家庭，父亲整日酗酒，动辄打骂他，奶奶不

闻不问，沉迷麻将。“他在家庭和学校里得

不到关怀，只能在另一个群体中寻找行为

认同和群体归属。”李涵说。

“当这类孩子被关注和理解后，他的情

绪会平静下来，这时再和他交流。”在李涵

看来，让涉罪未成年人转变为对社会有用、

不伤害社会的人，以一种平等姿态建立信

任、杜绝说教式沟通尤其重要。

帮教饶申的 10个月内，李涵带他参加

了不少活动。在“城市历奇”实践探索项目

中，社工们带着这些特殊少年，沿着北京地

铁线到大街小巷徒步、整理共享单车、捡拾

垃圾、帮助陌生人等，带动他们重新融入社

会，这一项目由李涵在 2016 年发起，至今

已开展了 400余次。

“我们就像风筝的线，只有让孩子们适

应、回归社会，才能真正把他们从偏离的轨

道‘拽’回来。”李涵还带着这些孩子到养老

院、儿童福利院、临终关怀医院等做志愿服

务。“别学我做违法犯罪那么傻的事。”当饶

申真诚地劝其他同龄孩子不要像他过去一

样时，李涵注意到他在真正蜕变。如今，饶

申在一家企业工作，还时常和李涵联系。

截至目前，全国各级团组织共培育、联

系青少年事务社工 23.35万人，近三成为青

少年司法社工，活跃在社会调查、心理疏导

等工作一线。

从失控到自控，他们在用心改变

“第一次吸毒在哪里？为什么会染上毒

品……”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涉毒少年范

霖情绪十分低落，始终不肯开口。初次接触

范霖，李涵感受到他的防御心极强，李涵并

未追问有关毒品的事，而是和他聊了聊当

下能做的事及未来计划。经过长达一年的

帮教，顺利度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范霖回到

老家后，给李涵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后来

得知范霖考上大学，李涵很庆幸，“没有因

这件事影响他的一生，相信他以后再不会

涉毒了。”

丰富的帮教经历，让李涵感受到，涉罪

未成年人像是车道上失控的小赛车，从失

控到自控，能感受到他们在用心改变，“比

如开始考虑找工作，哪怕从兼职开始，开始

愿意回家多待一宿等等”。

提及对罪错未成年人挽救帮扶的目

的，李涵认为，一个人出现行为失范，与所

处社会关系紧密相关，如果不想办法把其

拉回正轨，反而将其排挤到社会边缘、任其

走到危险角落，会造成更多风险事件。

熊贵彬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对于涉

罪涉法、被侵害和涉入家庭矛盾中的未成

年人，青少年司法社工要精准评估其风险

因素、需求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可使用评

估工具如问卷或量表，社工根据评估结果，

精准匹配相应的具体干预策略”。

青少年司法社工扮演“知
性慈爱母亲”角色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

5 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 29万人，年均上升 3.6%。其中，

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13.1万人。

李涵曾为一个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

害人于晨提供救助。那是一个暑假，北漂打

工的于晨妈妈将 12岁女儿接到北京，同居

男友趁于晨妈妈不在时，侵害了她，心痛的

于晨妈妈找到李涵求助。

“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存在恐惧、焦

虑等强烈情绪，需要及时开展心理援助，给

予关怀与呵护。”在李涵的多次帮助下，于

晨慢慢走出心理阴影，开始愿意和身边的

小朋友接触。李涵为于晨找到了北京一所

寄宿制学校，让她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如果司法体系扮演了‘严格公正的父

亲’角色，青少年司法社工则是‘知性慈爱

的母亲’角色。”熊贵彬分析说，对因犯罪、

被侵害和家庭矛盾而陷入困境的孩子而

言，社工需熟知其特性并采取科学专业、合

乎情理和实践理性的行动，给他们带去温

暖、指引和希望。

“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动，或许能

帮助他们的人生出现转折。”李涵表示，做这

份工作有满满的价值感，“希望有更多人知

道司法社工这个群体，也呼吁更多年轻人加

入我们，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文中赵立、饶申、范霖、于晨均为化名）

青少年司法社工：为特殊少年按下人生“重启键”

罪错少年参与实践探索项目“城市历奇”，徒步沿路整理共享单车。 受访者供图 李涵与一位未成年被害人谈心，为其做心理疏导。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最近，得知陈雨晴正在全力备战考研，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丹青·未

来”工作室检察官吴丹丹欣慰不已。

陈雨晴在湖北一所重点高校读大三，

曾是吴丹丹的帮教对象。2019年 7月，陈雨

晴因一时失足步入歧途。在检察官的帮助

下，陈雨晴迷途知返，被认定附条件不起

诉。考察期间，拥有英语专业八级证书的吴

丹丹为她补习英语，并在高考前请来专业

心理咨询师为她开展减压辅导。2020 年 6
月，陈雨晴考出了近 600分的好成绩。

这起案件虽早已办结，但几年来，陈雨

晴与吴丹丹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遇到一些

困惑的问题，她会给吴丹丹留言，听听建议。

在湖北，陈雨晴的经历不是个案。

一边接受检察考察，一边
认真备考大学

“这件事如果被学校知道了，我会不会

被开除”“我还能继续上学吗”……

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5 年来，

在对涉罪未成年人讯问时，这是吴丹丹最

常听到的话语之一。

案发之初，这也是陈雨晴最担忧的

问题。

2019 年 7 月，读高二的陈雨晴因学业

问题与父母产生矛盾，萌生了想要离家独

立生活的想法。她用调包换取高档电子产

品的方法谋取生活费，但很快被卖方发现

并报警。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将陈雨晴

移送审查起诉。

接案后，吴丹丹和同事通过审查案卷、

开展社会调查等了解到，陈雨晴成绩优异、

家境良好，平时与同学也相处融洽。在与陈

雨晴交流谈心时，她泪流满面，诉说了心中

的烦恼。

“似乎在爸妈眼里，我从小就全是缺

点，没有一丝优点……”陈雨晴说，在家里，

父母管教严格，对她常常批评指责。她很痛

苦，又找不到解决办法。一次与父母剧烈争

吵后，陈雨晴决定“离家出走、想办法独立

生活”，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误入歧途。

案发后，陈雨晴痛悔不已，内心也十分

害怕。

基于案件情节轻微，综合考虑陈雨晴

是未成年人、初犯、偶犯，且认罪悔罪态度

良好，其父母也积极配合办案、具备监护条

件等因素，检察官对陈雨晴作出附条件不

起诉决定，同时制定了一套监督考察方案。

陈雨晴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一边接受

考察，一边认真备考，不仅通过考察，还在

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坚持“宽严相济”，

数据显示，2022 年，全省检察机关依法不

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1630人，不起

诉 946人，附条件不起诉 1025人。

“推一把是少年犯，拉一把成大学生。”

阮雪芹介绍说，湖北省检察机关秉承“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坚持“少捕慎诉少监

禁”理念，对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经评

估转化可能性大的未成年人，开展精准帮教。

通过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全面了解未

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兴趣爱好、

接受教育情况、家庭关系、监护帮教条件

等，分析其犯罪原因、教育挽救的可能性、

社会危险性、再犯可能性等，综合考量后，

协调各方制定个性化的帮教措施，尽最大

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从“一家独管”走向“社会共管”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的王振目前正在

省内一所高校读大一，表现良好。此前，他

曾误入歧途。

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16 岁的王振

伙同张某某（成年人，已判刑）在县内某酒

店盗窃价值 6435元的电脑主机显卡两张。

案发后，警方另查明，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王振伙同甘某某、郭某某等人（均系成

年人，已判刑）多次到某超市盗窃饮料，价

值 1233元。

蕲春县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与司

法社工组织一起开展社会调查了解到，王

振涉罪主因系交友不慎、父母溺爱。王振归

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经

济损失，且系高三学生，符合附条件不起诉

条件。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

值班律师、社区及学校代表召开不公开听

证会，各方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

考察期间，在哪里对王振进行帮教？

办案检察官陈小磊介绍，针对平时在

校在家表现较好、监管条件较好的涉罪未

成年人，由检察机关出具个性化帮教方案，

让其在所在社区、学校或企业接受考察帮

教，对涉罪未成年人每周学习法律知识及

参加义务劳动时长进行明确规定，并定期

开展心理疏导，了解思想动态。

针对屡次违法犯罪、辍学失管的涉罪

未成年人，由检察机关牵头联系观护基地，

接受个性化帮教，同时参加公益志愿活动。

检察机关不定时跟踪探访，针对发现问题

提出改进措施，并适时引入专业心理咨询

和心理辅导。

后来，王振被送入邻县红安县某未成

年人观护基地。在这里，他接受法治教育，

参加劳动实践、公益服务。检察官还为他安

排了文化课老师补课，备战高考。

从“一家独管”走向“社会共管”，检察

机关与教育局、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单

位共同努力，帮助王振顺利复学升学。

检察官助理李佳萌介绍，其间，蕲春县

教育局协调保留王振学籍、高考报名；团县

委动员青年司法社工与王振结对；县妇联

对王振的父母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县关工

委实施法治教育。在多家单位的共同激励

下，王振改过自新，顺利考入大学。

阮雪芹介绍，2019 年，湖北省人民检

察院与团湖北省委共同签署《关于构建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

议》，推动未检“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

的衔接配合，完善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体系。

截至目前，湖北省检察机关建立观护

基地 87 个，考察帮教观护涉罪未成年人，

引入青少年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社会

力量参与未检工作，通过法治教育、心理疏

导、就业指导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帮教。

未成年人保护是“守护心
灵”工程

在宜昌市秭归县，因为一起聚众斗殴

案，高二学生杨理茗与同伙落网。经社会

调查，检察官宋俏了解到杨理茗是一名优

等生，斗殴系一时冲动。综合考虑后依法

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进行犯罪记

录封存。

不久，杨理茗步入高三，备战高考。不

捕不诉，不等于“一放了之”。宋俏对其开启

了为期一年的跟踪帮教。

宋俏到学校回访，在学校的心理辅

导室，查看杨理茗的心理咨询档案。经了

解，杨理茗上高三后，心理压力较大，情

绪低落。

“自从那件事情后，我就害怕其他同学

知道，总觉得他们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

不想被区别对待。”杨理茗告诉宋俏。

宋俏注意到，杨理茗与人交谈时眼神

闪躲，极不自信。为帮他真正走出心理阴

影，重拾对学习生活的信心，宋俏给杨理茗

推荐了几本书，并一起交流读后感。在一次

次轻松、深入的沟通交流中，杨理茗变得开

朗起来。

同时，宋俏与杨理茗的班主任、心理辅

导师、家长共同组成“帮教小组”，建立专门

档案，针对其心理压力、情绪管理、人际交

往等方面，“量身定制”帮教方案，包括如何

正确与父母相处、定期接受心理辅导、职业

规划教育等。高考前夕，杨理茗从往事的阴

影中走出来，并被一所高校录取。

受到精准帮扶的不止杨理茗。

如今备战考研，陈雨晴仍不时想起高

考备考时，吴丹丹教给她的“如何利用艾宾

浩斯记忆曲线的记忆规律背诵英语单词”

的学习方法，还有那封近 2000 字的手写

信。高考中，陈雨晴英语取得“个人史上最

好成绩”。

2020 年 7 月 23 日，高考成绩出来当

天，收到陈雨晴报喜的当天，吴丹丹给陈雨

晴写下了一封信。第二天，吴丹丹和同事为

陈雨晴举行了不起诉的宣布教育仪式，并

交给她这封信。她希望陈雨晴“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将这件事封存心底开始新的人

生。同时告诉她，“放下不等于遗忘，如果哪

天再次走在人生悬崖边上，希望这次的教

训能提醒你悬崖勒马”。

对陈雨晴的帮教并未就此止步。高考

结束后，在检察官的安排下，陈雨晴参与

了武汉市青山区青宫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举行的志愿者活动，聆听志愿者抗疫

故事，上门慰问孤寡老人，给他们送去生活

物资……

陈雨晴说，遇见吴丹丹是一辈子的幸

运，在自己人生最迷茫、灰暗的时候，是检

察院干警一直陪伴她、守护她，帮助她圆梦

大学，她要带着感恩、诚实、勇敢的心开启

新的人生。

“办理好每一起未检案件，精准帮教每

一名涉罪未成年人，是未检工作的职责和

使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守心’工

程。”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贾

秀芳说。

（文中陈雨晴、王振、杨理茗均为化名）

近5年，湖北249名涉罪未成年人圆了大学梦——

推一把可能是少年犯 拉一把就成大学生
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
典型案例，湖北检察机关全流程引入
社会力量，建立同步评价机制、社会观
护机制、再社会化促进机制的干预和
矫治模式引人注目。

来自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
示：全省检察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坚
持宽容不纵容、加强教育挽救，近5年
来共有249人经考察帮教考上大学。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不仅是办案，
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教育感化挽救工
作，使这些孩子实现自我成长、重新回
归家庭、顺利融入社会。”湖北省人民
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阮雪芹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先藕洁

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对话首都

师范大学教授、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

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听她讲述“国标”

研发过程以及她多年从事青少年司法社

会工作的感受。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国标”起草组
主要成员，请您介绍一下“国标”的研发
背景是什么？

席小华：“国标”研发背景首要的是

基于“需要”。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

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需

要社工参与，社工参与有了明确的立法

支持。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应采用何种

途径和方式，我们认为服务型保护应是

司法保护的核心追求。因为帮助罪错未

成年人调整认知、改善行为，包括链接社

会支持资源，都需要扎实的社工服务跟

进，只有服务做到位了，对孩子的保护才

能到位。

另一个背景是“可能”，基于对未成

年人保护的司法要求，社工服务不到位，

也很难实现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支持体系

的建设。近 20 年来，我国高校司法社会

工作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为司法社会工

作社会服务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近十

年来，在国家相关部委，特别是最高检、

团中央等部门的推动下，未成年人司法

社会工作不断走向职业化、专业化，服务

系统性更强、服务机制不断完善、服务体

系不断建立。

中青报·中青网：在您看来，青少年
司法社工肩负哪些重任？

席小华：21世纪初，随着“儿童利益

最大化”基本理念的倡导，我国开始出现

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历经十多年实

践，社会工作逐步成为开展未成年人司

法服务的重要力量。在我看来，他们有很

多角色，是服务提供者、是心理辅导员、

是支持者和治疗者，是关系协调者，也是

朋友。司法社工服务最核心的目标是助

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有效推

进。值得注意的是，罪错未成年人的帮扶

效果与社工的专业服务能力息息相关，

但社工不是万能的，需要家庭、学校、社

会等支持。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成熟、人格尚

未定型，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虽然目

前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和刑事诉讼

法，但有一些特殊的程序和制度，比如社

会调查、附条件不起诉帮教，这些特殊制

度也是制定“国标”的基础，围绕制度有

效落地，开展专业社工服务。

中青报·中青网：您在帮扶罪错未成
年人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席小华：我曾经接触的一个案例中，

王明（化名）参与贩卖毒品，涉嫌犯罪，我

们在看守所里对他开展社会调查时，他

很坦然地说，“我卖的毒品，是别人自愿

买的，我不认为自己 (的行为)有什么不

对”。后来，我们经过了解得知，王明父母

早年在外务工，王明在老家由爷爷奶奶

照顾，学习跟不上，初中就辍学了。与父

母在一起后，也一直无所事事，每日与几

个老乡的孩子玩耍，这次贩毒就是受了

周围人的教唆。

未成年人无论是初次犯罪还是再次

犯罪，原因都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罪错未

成年人，明智的方式是消除导致他犯罪

的负面社会因素，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处

罚。处罚如果没有加上有效的教育矫正，

很难预防未成年人再犯，要坚持“教育为

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既坚持依法惩戒，

又注重教育转化，力促迷途知返、力阻重

新犯罪。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我国未成年人
司法社会工作存在哪些挑战和难题？

席小华：主要体现在专业人才数量

不足、社工质量不稳定、岗位开发不健

全、社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升，这些

都是现实挑战，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

时间不长，同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

的发展进程很快，这就导致服务标准不

统一、服务规范性不足、服务质量还有待

提升。

目前我国社工开展工作的载体主要

是社会组织，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开展相

关工作，政府购买服务不稳定，社工队伍

有时朝不保夕，可能面临着转岗，队伍不

稳定，流失率高，也是目前的主要难题。

当前，公众对社工认可度不高，很多人认

为社工就是志愿者，其实不然。司法社工

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法律、社会学、

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知识，专业水

平要求较高。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体系的建设

需要人、财、物多重资源的参与和保障，

只有公众对于这一体系的认可度不断提

升，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合理的物质

支持，这支专业队伍才能够长期扎根未

成年人保护领域，开展有效服务。

席小华：

对未成年人服务型保护
应是司法保护的核心追求

席小华 受访者供图

检察官对失职家长送达督促监护令。 程 珊/摄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并对法定代理人开展

亲职教育。 程 珊/摄

准备送达的督促监护令。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检察院供图

检察官对失职家长送达督促监护令。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