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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准备
为留守儿童献上“法治大餐”

漯河某村，留守儿童小宇，长期和奶奶
居住，12年未见过自己亲生父母，腼腆的小
宇经常感觉受同学们的嘲笑。在一次练球
时，小宇不小心碰坏了同学的手机，被人侮
辱“野种”后，他动手打了同学，并抢了手机
离开学校进城寻找妈妈……

这是 9 月 9 日上午河南省检察机关关
爱留守儿童暨法治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上，微电影《寻找妈妈》讲述的故事。该片
由市人民检察院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拍摄
制作，讲述了发生在留守儿童身边真实的
故事。相似的身份和遭遇，触动了现场许
多留守儿童孤独的内心，泪水在孩子们的
眼中打转。活动现场在，泪花和掌声交织，
让大家深刻体会到了留守儿童孤独的内心
和需要以及被关爱的渴望。

这场精心编排制作的宣讲活动，不仅
让现场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更受到了省、
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节目取材于平
常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件，感觉很真实。
内容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有趣，孩子在观看
节目中学到了法律知识，这样的宣讲很实
用。”受邀参加宣讲活动的临颍县公安局南
街村派出所所长、县人大代表张学良看完
节目后，深有感触地说。

“虽然活动只有两个小时，但为了这个
活动，我们全体检察人员却准备了近两个
月。”回忆这场活动举办过程，市人民检察
院公诉处处长、副处级检察员赵大伟感慨
颇深。

据了解，我市的留守儿童检察工作一
直走在全省的前列。今年7月份，省人民检
察院将我市定为河南省检察机关关爱留守
儿童暨法治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举办地。
接到省人民检察院的通知后，市人民检察
院立即召开宣讲活动筹备会议，安排部署
活动内容。

“这个启动仪式是近十年来，省人民
检察院在我市举行的一个重大活动。省
人民检察院把活动地点选在我们漯河，是
对漯河检察机关的信任，我们不能辜负省
人民检察院领导的信任，必须要高质量地
办好这次活动。”筹备会上，市人民检察
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连东提出明确要
求。

为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市人民检察
院成立由陈连东检察长任组长，市人民检
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王新勇，市
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滕光耀和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周彦
黎任副组长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由滕光耀副检察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赵大伟任办公室副主任；筹备领导小组办
公室下设综合协调、宣讲组织、宣传策划、

后勤保障等工作小组协作配合，确保活动
开展有序、取得成功。

筹备工作艰辛而富有挑战。面对领导
的信任，筹备组的同志倍感压力。虽然有
着丰富的检察工作经验，但负责承办这样
的大型活动，对参与筹备的每一位同志来
说都是第一次。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将活
动选址和节目编排同步推进。

在活动选址上，经过充分的调查了解，
筹备组将目光聚集到了临颍县南街村漯河
市艺术学校。该校是一所公益性学校，近
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而且交通
便利，适合举行大型活动。选定目标后，筹
备组立即联系了该校负责人，并获得了南
街村和该学大力支持。

在加紧选址的同时，宣讲内容的组织
与演练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第一
次排演并不理想，因为参加宣讲的都是平
日里埋头办案的检察官，他们舞台经验不
足，宣讲节目无主题、剧情生硬。面对这些
情况，筹备组组织专人对节目进行指导，并
将演讲的主题确定为“法律保护 社会关
爱”，依照主题确定节目的顺序。每次节目
排演，滕光耀副检察长都亲自参与，一个字
一个字地斟酌，一句话一句话地推敲。筹
备组和参与宣讲的同志在近一个月的集中
排练中没有怨言，全身心投入，为的就是在
启动仪式短短两个小时内，把检察机关对
留守儿童的司法关爱完美表现出来。

不断地推倒重来，不断的雕琢完善，不
断地升华提高，在全体参演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宣讲节目日趋完善。宣讲活动举行
当天，参与宣讲的全体检察人员不负众望，
高质量完成了宣讲任务，省、市领导和社会

各界好评如潮。
“宣讲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对留守

儿童司法保护的脚步并没有停歇。近期，
我们又对宣讲的节目进行了重新编排，计
划在全市各个学校进行展演。我们的目标
不仅仅是让留守儿童学会自我保护，更要
让更多的孩子学会自我保护，保护他们健
康成长。”副检察长滕光耀说。

八条意见
护航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在办案中，我们发现留守儿童遇到的
问题，不是伤害就是被伤害。亲情的缺失，
家庭教育的缺乏，人身伤害的侵扰，再加上
监护人缺少防范意识，就这样一点一滴汇聚
成了让人痛心的留守儿童问题。”市人民检
察院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
赵君告诉记者。

为预防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市人
民检察院公诉部门根据未成年人刑事检
察工作实际，制订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八条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意见》对依法严惩侵害农村

留守未成年人犯罪；最大限度地保护、救
助被侵害的农村留守未成年人；严格落实
涉罪农村留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特
殊制度；严肃查办侵害农村留守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失职渎职犯罪；进一步加强政
法各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完善办理农村留
守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借助
社会力量形成保护合力；加大农村留守未
成年人犯罪预防力度；法制宣传教育常态
化八个方面做出具体要求。

在《意见》落实中，市人民检察院与市
教育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校园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意见》，并在原有送法进
校园活动的基础上，把城乡接合部学校、农
村学校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市人民检察
院专门从两级检察院公诉、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部门选派充满朝气活力、能够与留守
儿童顺利沟通，且具有一定生活阅历的干
警，组成全市检察机关送法进校园宣讲团，
定期开展法制宣讲活动。宣传要“接地
气”，是市人民检察院对宣讲团成员的特别
要求。为此，所有宣讲团成员在“接地气”
三字上狠下功夫，通过制作生动活泼的宣
讲课件和通过及以案说法、互动游戏等方
式，让学生想听、爱听、听得进去。

在保护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过程中，
全市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对留守儿童的“教
育、感化、挽救”方针，开展精准司法保护计
划，让留守儿童留守不流泪。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农村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组织干警成立志愿服务
队，制订“拾梦童年”公益活动方案。“拾梦”
意为拾回童年的梦想，为留守儿童做十件
实事，即给留守儿童送一件小礼物，帮留守
儿童实现一个小愿望，每周和留守儿童通
一次电话，每月给留守儿童写一封信，和留
守儿童家长就孩子的教育问题进行一次沟
通，组织留守儿童参观一次高中校园和南
街村景区，为农村小学捐赠一批图书、一批
体育器材和给教室装一盏新型节能灯”。

同时，该院志愿服务队还积极发挥职
能优势，深入开展对农村留守儿童违法犯
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并以乡镇派驻检察室
为依托，搭建心理疏导、预防犯罪、感化帮
教等农村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平台。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不间断关注留守儿
童的健康成长，每年都组织检察人员看望
留守儿童，并选出一批有爱心、有公益心的
女干警作为“爱心妈妈”和留守儿童结成对
子，建立长期关爱机制。“爱心妈妈”们除了
在活动期间看望留守儿童外，还常在节假
日、周末、留守儿童过生日时带他们到家中
小聚和出去游玩等。

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则积极参与社会管
理创新，立足该院的青少年成长维权岗，坚
持检力下沉，完善检校对接机制，深入了解
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的情况，积极参与到
爱心救助活动中，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让
更多的孩子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利用每年新生入学
和寒（暑）假之机召开座谈会，与教育、法
院、公安、妇联等部门合作，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百场法制讲座进校园活动、检察官爱
心妈妈与留守儿童结对帮扶行动以及青年
志愿者、党员义工关爱留守儿童行动，积极
为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法律咨询、心理
疏导、家庭教育指导等关爱服务，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和法治效果。

案件评查
倒逼检察人员严格规范执法

“虽然案件并没有大的实体和程序错
误，但是在落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特别程
序上却不够规范。今后，我一定会更加严
谨，严格执行执法规范。”近日，郾城区人
民检察院公诉科小张办理的一起未成年
人抢劫案件，在全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
事检察案件质量评查中被评为最差案件，
得知结果后，小张懊悔地说。

关爱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更要
体 现 在 办 案 过 程 中 。 10 月 13 日 至 14
日，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开展了未成年
人刑事检察案件质量评查活动。在案件
质量评查中，该院公诉部门分成 3 个小
组，依照相关管理办法和案件质量评查
细则对今年以来办理的 23 起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案件，从事实认定、法律适用、
程序规范、文书使用与制作、办案效果
等方面进行了专案评查。案件评查小
组成员在逐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仔
细剖析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程
序合法性等问题，对部分案件办理过程
中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
出了相关建议，责令整改。

“我们不怕出问题，怕的是不敢暴
露和直面问题。以往案件质量评查多采
用抽查，这次评查采用逐个检查，就是要
动真格，评出个差劣，倒逼执法人员真正
把落实好特别保护程序作为办案准则，
形成行为自觉，达到规范的目的。”市人
民检察院公诉处处长赵大伟说。

据介绍，为了让执法更加规范，市人民
检察院公诉部门还举行各类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案件观摩学习活动，提高公诉人员的
业务水平，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取
得新的发展。

汇聚力量
社会各界合力将关爱进行到底

哪里有留守儿童，哪里就有开展关爱
保护工作的阵地。针对留守儿童面临的实
际困难，市人民检察院与市妇联、团市委联
合出台文件，依托我市“青少年之家”、“留
守儿童之家”等建立“关爱留守儿童检察官
工作室”，不断拓展关爱平台载体。

“大部分留守儿童在物质上也许并不
匮乏，但他们缺乏的是父母的亲情以及正
常的家庭氛围。关爱留守儿童，不仅仅只
是满足于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更重要
的是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让他们健康成
长。所以，我们要求检察人员必须带着感
情去关爱留守儿童。”副检察长滕光耀
说。

在“关爱留守儿童检察官工作室”人员
选拔上，全市两级检察院选拔了富有爱心、
经验丰富的检察干警从事关爱留守儿童工
作，并发放聘书，要求宣讲员定期到工作室
开展法治教育和帮教工作。工作中，市人
民检察院要求检察官紧密结合留守儿童身
心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工作，重点针
对寒（暑）假期间留守儿童脱离学校和家长
的监管，容易引发犯罪和被侵害的情况，集
中采取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模拟法庭等
方式，做好法治宣传和安全教育。同时，
要求全市两级检察院主动与同级共青团、
妇联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动员社
会各界力量开展心理辅导、爱心结对，帮
助涉罪未成年人和被侵害儿童摆脱心理
阴影。主动配合共青团和妇联组织，在强
化司法保护的同时，积极参与构建社会化
帮护网络，不断提高留守儿童司法保护工
作水平。

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
会工作，需要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推进。
在市人民检察院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市各
级群体和组织也纷纷献出爱心，一个政府
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配合、社会
参与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正逐步形成，社
会各界合力关爱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诠
释着将关爱进行到底的重要内涵，让留守
儿童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2013 年到 2015 年，我市共建成 302 个
“幸福沙澧儿童之家”，各界爱心组织和个
人依托“幸福沙澧儿童之家”开展了结对
帮扶、争当代理家长、心理健康辅导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关爱活动，满足了留守儿
童在情感、心理、知识、健康等方面的需
求。

——全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留守儿童检察保护机制纪实
文/图 见习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刘 乐 陈晓辉 王明辉

用司法守护他们健康成长

核心提示

据统计，我市现有留守儿童13.5万名，其中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的留守儿童有75235名。留守儿童数量大、分布广，失去父母庇护，

身心、学习、成长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导致留守儿童涉足犯罪

或成为违法犯罪侵害对象情况时有发生。

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全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建立留守儿童检

察保护机制，每年通过播放微电影、举办法制讲座、发放普法图书

等形式对留守儿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同时，严厉打击侵犯留守

儿童合法权益的刑事犯罪活动。对涉嫌犯罪的留守儿童进行教育

帮扶，以爱之名，将爱心传递到他们的身边，用司法守护他们健康

成长，得到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成为我市检察系统工

作的一个亮点，也成为我市检察系统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的一张名

片。

9月9日，河南省检察机关关爱留守儿童暨法治进校园活动启

动仪式在临颍县南街村漯河市艺术学校举行，省、市各界的目光聚

集临颍县。启动仪式上，全市两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精心准备了

法治宣讲活动，再现了检察机关关爱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历程，受

到省、市领导的好评及在场师生的热烈欢迎。
河南省检察机关关爱留守儿童暨法治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志愿者颁发证书。

召开全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推进会。

检察干警看望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为“检察官妈妈”戴上红领巾。

检察干警送法进校园。

公诉检察官与未成年当事人沟通，了解案情。

检察干警与未成年人座谈，了解其诉求。

举行留守儿童法制宣讲活动，讲述关爱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