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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足少年如何回归社会
“两个帮扶”推动涉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工作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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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提高谋生能力

失足少年成功就业

小张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 现已刑满释放。 为了保

证帮扶工作取得实效， 并发挥示范

带动效应， 帮扶检察院院领导带头

结对， 组建了帮扶工作小组， 并联

合上级检察院共同开展工作。

工作初期， 小张与其家人对检

察机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信任情

绪。 为此， 帮扶检察官多次到帮扶

对象家庭走访， 耐心说明了“两个

帮扶” 工作意义， 介绍了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及时打消了小

张与其家人的抵触情绪及对涉罪信

息外泄的顾虑。 帮扶中发现， 小张

迫切希望能够接受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谋生能力， 但对今后的生活信

心不足。 为此， 帮扶检察官通过协

调当地共青团组织， 为小张聘请了

专业心理医生为其开展心理疏导，

帮助其重新建立信心， 并为其提供

了免费技术培训。 目前， 小张已成

功就业， 并对今后的生活充满信心

和期待。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 检察官通过政策解

答、 心理干预等措施， 有效帮助帮

扶对象打消了顾虑、 重塑了信心。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了帮扶对

象的谋生能力， 促进成功就业。 工

作中， 帮扶检察院院领导亲自帮扶

结对， 并组成帮扶工作小组， 明确

责任分工， 实现两级检察院上下联

动 ， 使得帮扶工作开展得更为顺

畅、 高效。

案例 2

?成共同帮扶协议

助力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小王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八个月， 现已刑满释放。 帮扶工

作开始后， 为保证帮扶的精准性，

帮扶检察官结合小王的家庭情况、

成长经历、 性格特点、 犯罪原因、

认罪悔罪态度等情况制定了详细帮

扶工作方案。 在小王刑满出狱后，

帮扶检察官与其建立了常态联系，

多措并举开展“跟进帮扶”。

小王称其在案件诉讼期间交纳

的取保候审保证金尚未退回， 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 帮扶检察官及时联

系公安机关， 在较短时间内协助小

王办理了退还手续。 同时， 帮扶检

察院聘请了专业心理咨询师， 通过

网络方式对小王进行心理帮助， 减

轻其回归社会过程中遭遇的失落

感， 强化其心理承受力。 帮扶工作

中， 帮扶检察院向小王赠送了 10

余本法律、 文学书籍， 让其在家中

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 为了提高帮

扶效果， 帮扶检察官与小王实际居

住地检察院的检察官取得联系， 并

达成了共同帮扶协议， 联合对小王

开展帮扶工作。 此后， 小王表示其

家庭收入微薄， 想学习一技之长，

以减轻家庭负担， 帮扶检察院遂帮

助其联系了一家合适企业， 待疫情

稳定后面试入职。

【检察官说法】

该案中， 检察官综合运用多种

措施提高帮扶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通过专业心理干预， 帮助帮扶对象

树立乐观、 向上的积极心态， 通过

赠送书籍促进其学习的方式帮助其

提高个人素养。 与此同时， 积极开

展异地协作， 针对帮扶对象的家庭

困难和现实需求， 积极为其联系就

业企业， 帮助其自食其力， 强化了

生活信心和动力。

案例 3

多次进行心理疏导

未成年人重返校园

小李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 现已刑满释放。 小李在

入狱服刑期间， 由熟悉案情且对小

李成长经历、 身心特点、 家庭情况

较为了解的原办案检察官与其结成

帮扶对子， 时刻关注其接受教育改

造情况。 刑满释放后， 帮扶检察官

与小李及其母亲及时进行了沟通交

流， 发现小李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

大的改变， 为曾经对被害人造成伤

害后悔不已， 但过重的愧疚心理让

其失去了青春的朝气和对未来的憧

憬。 为了帮助其放下心理， 帮扶检

察官帮助小李向被害人表达了其内

心的歉意， 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

解， 极大减轻了其心理负担。

为使小李顺利回归社会， 不再

迷茫， 走好未来的道路， 帮扶检察

官多次与小李谈心， 运用心理学知

识为其进行心理疏导， 帮助其规划

未来。 在帮扶检察官的帮助和引导

下， 小李决定回归校园， 继续完成

学业， 但其犯罪前就读的学校拒绝

了其复学的请求。 得知上述情况

后， 帮扶检察官带着小李及其家长

专程来到该学校， 通过多次沟通，

校方最终同意小李回归校园， 并与

检察机关、 家长签署了三方帮教协

议， 制定了帮教计划， 共同对小李

开展帮教工作。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帮扶检察官能够针对

帮扶对象的心理特点和现实需求开

展精准帮扶， 一方面发挥当事人和

解工作经验优势， 帮助帮扶对象取

得了原案件被害人谅解， 使得其以

更加阳光 、 乐观的心态面对新生

活。 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帮扶对象顺

利复学， 使其在出狱后仍可以接受

正规学校教育。 同时， 积极协同帮

扶对象家长、 学校开展联合帮扶，

形成了工作合力。

案例 4

?两个帮扶” 护航

未成年犯圆高考梦

小赵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缓期一年执行。 为使小赵顺利接

受教育矫治， 改过自新， 帮扶检察

官在小赵缓刑考验期内与其结成

“帮扶” 对子， 一方面运用心理学

知识和工作经验对其进行心理疏

导， 帮助缓解其心理压力， 使其摆

脱因犯罪导致的心理阴影， 帮助其

树立了重新就学的信心。 另一方面

积极开展亲职教育， 因其父母处于

离异状态， 帮扶检察官向其父母阐

明了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 教育其父母提高监护和教育意

识， 引导家长承担好监护责任， 最

终小赵离异的父母为营造良好的家

庭氛围， 重新生活在了一起， 有效

改善了小赵的家庭环境。

小赵在各方的鼓励和支持下燃

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重新开始

了高中课程学习。 高考备考期间，

帮扶检察官定期与小赵沟通， 勉励

其放下包袱， 认真学习， 考出自己的

应有水平。 最终， 小赵参加了今年的

高考， 并成功考取一所大专院校。 小

赵在与帮扶检察官联系中表示目前自

己很开心， 并且非常期待崭新的大学

生活。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帮扶对象为被判处缓刑

处于社区矫正期间的未成年人。 帮扶

检察官充分利用帮扶对象处于非羁押

状态的便利条件， 积极对其开展面对

面帮扶 。 帮扶中 ， 针对家庭监护问

题，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亲职教育， 促

进改善了家庭环境。 同时， 积极开展

心理疏导、 信心鼓励等帮扶措施， 帮

助帮扶对象顺利复学、 升学， 取得了

显著的工作成效。

案例 5

?心说服真情感化

未成年人重回正轨

小刘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 目前已刑满释放。 帮扶工作

开始后， 帮扶检察官详细了解， 分析

研判了小刘的成长环境、 家庭教育、

受教育程度、 平时表现和服刑改造情

况等。 同时联系到小刘的母亲， 向其

阐述检察机关帮扶工作目的和意义，

获得了其母亲的支持。 结对帮扶工作

开始时， 小刘已经刑满释放， 在结对

联系时发现小刘对检察机关的帮扶工

作表现出抵触情绪， 不愿意在出狱后

与检察机关进行接触， 并表现出了消

极的生活态度。 对此， 帮扶检察官一

方面耐心向其讲解检察机关工作政

策， 说明帮扶工作对其适应社会、 重

新开始正常生活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

面协同母亲做其思想工作， 说服其接

受检察机关帮扶。

帮扶检察官通过电话和微信与小

刘建立了常态联系， 并多次进行耐心

的说服教育， 鼓励其勇敢面对生活，

认真学习， 踏实走好今后的人生道

路。 经过帮扶， 小刘逐渐转变了态

度， 对今后的生活开始充满期待， 并

找到了一份既可以学习劳动技能又能

赚取生活费用的学徒工作， 生活逐渐

步入正轨。

【检察官说法】

未成年犯出狱后 ， 对检察机关

“跟进帮扶” 表现出抵触情绪是各地

检察机关开展 “两个帮扶” 工作时遇

到的现实难题。 本案中， 帮扶检察官

没有因帮扶对象拒绝帮扶而退缩， 而

是迎难而上， 以耐心和爱心感化帮扶

对象， 并积极借助帮扶对象家属的力

量， 协力开展说服教育， 有效转变了

帮扶对象的错误观念， 提高他们的思

想认识， 实现了有效帮扶。

（综合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网站等）

  未成年犯 ?两个帮扶” 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综合工程、 社会工程。 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扶教育应该系

统开展， 帮扶教育措施应当贯穿刑罚执行前、 执行中和执行后。 各级检察院组织开展的 ?两个帮扶” 中的

?跟进帮扶” 补齐了刑罚执行后的帮扶教育环节， 同时将检察机关在执行前的帮教工作与执行中的 ?监内帮

扶” 相衔接， 形成了完整的帮扶教育链条， 实现了涉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工作的无缝衔接。

本期 ?专家坐堂” 介绍的是， 在 ?两个帮扶” 工作中， 各地克服了疫情防控带来的帮扶措施限制， 对在

押未成年人采用了手写书信、 电话沟通、 视频连线、 录制亲情光盘在监内播放和赠送书刊等灵活多样的 ?非

接触式” 帮扶方式。 对于刑满释放后的未成年人， 结合未成年人的现实需求， 通过心理疏导、 提供职业技能

培训、 协调就业岗位、 协助复学升学等措施进行 ?跟进帮扶”， 这些工作坚定了帮扶对象重新开始生活的信

心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