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绍兴，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精于办

案、长于帮教、善于沟通、敢于创新，他们

是绍兴市检察机关“三味”团队。

“三味”团队由绍兴全市检察机关中从

事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富有爱心的骨干

力量组成。团队立足检察执法办案，针对未

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展犯罪预防、法治教育及

推进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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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未成年人的校园暴力、网络犯

罪、毒品犯罪、性侵害等犯罪，一直是社

会关注的热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

护，不仅要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的意

识和能力，家庭、学校、社会也要共同发

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

境。为此，绍兴市检察院创新开展多样

化的法治宣讲，扩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一号检察建议”在广大师生、家长、群众

中的知晓度，推动校园欺凌、性侵害等的

预防工作。

检察长走进校园，给孩子们送上法

治课，这样的“开学第一课”，正影响着越

来越多的未成年人。目前，绍兴市检察

院已出台《关于深化检察长担任法治副

校长 扎实推进学校法治工作的实施方

案》，优化充实全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课

程库，健全常见热点问题菜单式课程体

系，绍兴市已有7名检察长担任法治副

校长并带头上法治课，上虞区检察院和

新昌县检察院还实现了全区初中法治宣

讲全覆盖和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全

覆盖。

在诸暨，检察官走进当地的“1963

法润”直播间，开展面对面的直播普法宣

传，并在直播中使用弹幕直接与观众互

动。去年6月14日，检察官的首次直播

就获得超过7万的观看率和1500多条

互动留言，《青春修炼手册》节目点播量

就达到10万以上。

《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是孩子们耳

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刚过去的这个暑

假，柯桥区检察院“可为”工作室的检察

官再次化身“童话大王”，走进杨汛桥镇

等地的暑期爱心学校开展“法治夏令营”

活动，引导孩子认识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侵害以及如何自我保护。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是开展法治宣

传和教育的主阵地。去年11月，绍兴市

检察院将法治教育搬入“米果果”学农教

育实践基地，进一步丰富法治教育内容、

创新宣传形式，帮助中学生树立法治意

识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的能力。诸暨

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与时俱进，融入

VR、互动投影等现代科技因素，寓教于

乐，让青少年在全方位的感官体验中懂

得知法、守法和自护。

2018年以来，通过校内校外、课内

课外、线上线下等丰富多样的法治宣传

活动，绍兴两级检察机关已开展法治巡

讲150余场，覆盖学校近200所，覆盖人

数超过50万人。

未检工作是检察工作的一个特殊领

域，它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是情、理、法

碰撞最为激烈和最为直接的地方。每一

起未检案件的背后，都牵动着一个人、一

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幸福和未来。为

此，绍兴的未成年人检察官们在每一起

案件中践行着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司

法理念，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更高水平、

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

聚力打造优秀未检品牌
最严密的司法保护网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记者 许梅

9月1日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在百年名校绍兴一中的图书馆报告厅

里，学生们迎来了开学第一课：绍兴市检察院检察长翁跃强受聘为该校

的法治副校长，为学生们带来“知法善行 守护青春”法治讲座。

在绍兴，不仅检察长们纷纷走进校园，丰富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

育，绍兴两级检察机关还从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

年被害人，依法惩戒、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

面，努力为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全方位司法保护。

去年6月的一个晚上，13岁的

小亮（化名）睡梦中被患有精神障

碍的母亲用一锅热油泼醒，头面部

和身上大面积烧伤，构成重伤二

级。来自亲生母亲的伤害，让小亮

身心都处在极度的痛苦中。怎样帮

助小亮走出阴影？上虞区检察院在

对小亮母亲提起公诉的同时，为小

亮开展心理疏导，并对小亮爸爸撤

销小亮母亲监护人资格的申请支持

起诉。在检察机关的救助和特殊帮

教下，小亮慢慢痊愈，期待着重返

校园。

“未成年人检察是一项充满温

情，同样也需要付出温情的工

作。”绍兴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负

责人赵君芳说，在办案中，绍兴检

察机关积极构建社会化司法救助体

系，全方位维护未成年被害人和未

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因

遭受侵害陷入经济困境的未成年被

害人，绍兴两级检察院还上下联

动，通过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方

式，多途径开展司法救助。目前，

绍兴市检察机关普遍将因经济困难

或因遭受犯罪侵害陷入困境等的未

成年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由援助律师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申请司法救助以及代理申诉、

控告等诉讼服务。2018年以来，

全市未检部门共对未成年被害人开

展心理疏导和干预500余人次，向

23名未成年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

金35万余元。

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帮

教时更需要因人而异，对不同类型

的未成年人制定不同的方案，开展

针对性帮教。在诸暨，检察机关依

托村、社区等组织建立“家居式”

观护基地，探索“订制式”帮教服

务，让涉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能够

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接受观护，并

早日走出歧途。2018年，该院还

尝试办理了绍兴首例跨省附条件不

起诉帮教案例。针对外来务工子女

易遭性侵及父母涉毒多发，上虞区

检察院在上虞区东城学校（新居民

子女学校）建立了“防性侵、拒毒

品”的观护基地，帮助未成年人远

离不法伤害。在嵊州，检察院未检

部门联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

团委等成立“青青草公社”， 174

名涉罪未成年人通过“青青草公

社”的帮教走上正途，其中2名还

考入了浙江理工大学等院校，实现

了人生的“逆袭”。

这个9月，曾因故意伤害被判处缓刑

的小潘（化名）终于又回到了他热爱的

校园，“是检察官姐姐帮我重返校园。

我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检察官姐姐的

帮助。”

今年1月，柯桥区检察院在案件跟踪

回访时发现，小潘已经很久没有去学校

上课了。“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

利，小潘应该接受学校教育，回归正常生

活。”办案检察官立即联系区教体局和学

校。经过各方努力，小潘终于得以重返

校园。

不仅是帮助小潘一个孩子，柯桥区检

察院牵头联合五部门共同制定《关于建立

“在校涉罪未成年人信息通报联络机制”

的暂行规定》，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最

大限度保障涉罪学生的合法权益。

为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重建规则意

识、修复家庭关系、强化正向引导和培养

工作技能，绍兴市检察院联合团委、爱心

企业、职业学校、社会公益组织等建成各

类观护帮教基地27个，联合社会力量，

构建以检察机关未检部门为主导，由学

校、社区、企业等各方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相关部门和家庭密切配合的“1+X”

新模式。

今年7月，绍兴市检察院牵头联合市

委文明办、市中院、市公安局等11家单

位出台《关于成立未成年人保护联动中

心 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工作

意见》，整合具有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相

关职能部门，联合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

体、学校、社团组织、志愿者团队共同组

建“未成年人保护联动中心”，营造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

同时，绍兴市检察院还积极推动建立涉

未犯罪案件“一站式询问”机制、罪错未

成年人分级干预和社会化观护帮教机

制、涉未民事行政审判执行协作机制、教

育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准入机制，主动开

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青少年

法治教育基地共建活动、校园安全联合

检查活动、校外培训托管机构专项监管

活动、社会化司法服务供求信息平台建

设活动，努力打造“一个中心+多样机

制+优质活动”的绍兴未成年人保护体制

机制。

精准施策
温情守护每一个孩子

同心圆梦
合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防患未然
打造多元法治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