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宁区检察院未检检察官在开展工作

年仅 7 岁的小雪在父母

离异后， 经法院判决由母亲

抚养， 但小雪的父亲拒不执

行法院的判决， 还强制将小

雪关在家里不让孩子母亲接

触， 也不让小雪去上学。 小

雪思念母亲， 也渴望去学

校； 孩子母亲的抚养权行使

也受到阻碍。 父亲的不当行

为对未成年人的生活和教育

产生了不利影响， 侵害了未

成年人及孩子母亲的正当权

益。

在接到区未保站和区青

少年社工站的线索移送后，

未检检察官责令小雪的父亲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予以训

诫。 在司法机关、 社区街道

的劝导下， 小雪的父亲承认

自己最不该忽视的就是孩子

的受教育权， 愿意配合职能

部门的工作， 确保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

检察官表示， 《家庭教

育促进法》 第二十条： 未成

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

的， 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 任何一方不得拒

绝或者怠于履行； 除法律另

有规定外 ， 不得阻碍另一方

实施家庭教育 。 家庭作为未

成年人温暖的港湾 ， 身为父

亲更应懂得如何在孩子面前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言行 。 如

父亲对法院判决抚养权的结

果有异议 ， 可以通过行使上

诉权利来解决问题 ， 而不是

以禁止未成年人与母亲来往

的方式来阻断母亲的探视权

利 ， 更不应限制未成年人受

教育的权利 。 虽然夫妻双方

已离异 ，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

的生活 、 教育等方面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

家庭保护是未成年人保

护的基础 ， 然而 ， 不当的家

庭教育行为却是社会中 “隐

秘的角落”。 长宁检察院积极

探索，建立起学校、社区、社会

共同的监管机制，打通家庭教

育指导的 “最后一公里”。 未

来，该院还将升级检察社会服

务中心云平台，完善建立家庭

教育指导线索和信息收集反

馈机制，并开拓分类家庭教育

指导 、预防性家庭教育指导 ，

进一步增强落实 《家庭教育

促进法》 的实效。

当爱已成往事， 孩子的权益不可忽视

未满 16 周岁的来沪少女阿

水在饭店打工却遭到同事的多次

强制猥亵， 长宁检察院未检检察

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了解到，

未成年人阿水的父母放任孩子初

中便辍学出来打工， 且很少关心

其独自在外的生活情况， 直到案

发才知道孩子经历了这样的事

情， 十分悔恨……

针对阿水的父母对孩子缺乏

有效监管与保护的情况， 该院依

法向两位家长制发了督促监护

令、 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等法

律文书， 督促家长与阿水加强沟通

交流， 及时关注孩子受到伤害后的

心理状况， 并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师

对阿水开展自我保护教育， 避免再

次遭受其他侵害。 该院还向人社部

门制发了检察建议， 督促其对涉案

饭店非法雇佣童工的行为依法予以

查处， 并为阿水申请了司法救助

金， 帮助她回到父母身边， 通过再

学习的方式掌握工作技能， 迎接新

的未来。

检察官表示， 根据 《家庭教育

促进法》 第十六条， 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不同年

龄段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 以

下列内容为指引， 开展家庭教育，

要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教导其

珍爱生命， 对其进行交通出行、 健

康上网和防欺凌 、 防溺水 、 防诈

骗、 防拐卖、 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

知识教育， 帮助其掌握安全知识和

技能， 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

力；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 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 养

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动

的良好习惯。

但检察官强调， 不使用童工是

法律的红线， 也是道德的红线。 孩

子挣回的微薄薪水或许能补贴一小

部分家用， 但更迫使孩子偏离了健

康成长的跑道， 也不能享受到义务

教育阶段上学读书的权利， 更容易

遭受来自外界的不平等对待或遭受

身心上的侵害。

14 岁的高一学生小马的父

母工作繁忙， 但母亲对孩子的学

习成绩十分关注， 要求较高， 在

家中安装摄像头时时监控小马学

习、 上网课， 造成小马的反感，

产生了叛逆情绪， 亲子关系紧

张。 有一天， 小马的母亲委托邻

居为小马送饭， 小马竟怀疑前来

送饭的邻居阿婆是母亲派来监视

自己的， 遂对阿婆实施了推搡、

殴打的行为。

案发后， 小马认识到了自己

行为的错误并深刻反省， 向公安

机关递交了悔过书， 在家人帮助

下向被害人进行了赔偿， 最终获

得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考虑到

小马此前从无打架斗殴及其他不

良行为， 且正在读高一， 为减少

本案对小马未来人生道路的影

响， 公安机关最终对小马不予行

政处罚。

这起案件不仅造成被害人身

体受伤， 更对本就学习任务繁重

的小马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 为

此， 长宁检察院在开展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前置探索工作的同

时， 依法对小马的父母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 小马的母亲充分意识到孩

子严重不良行为的危害性， 也及时

调整了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 逐渐

懂得注重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

目前亲子关系得到改善。

检察官指出， 《家庭教育促进

法》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 应当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 智力

发展状况， 尊重其参与相关家庭事

务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合理运用以

下方式方法 ： 平等交流 ， 予以尊

重、 理解和鼓励； 第二十二条： 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 娱

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避免加重未

成年人学习负担， 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 对于进入青春叛逆期的未

成年人， 家长过度的掌控支配反而

容易导致孩子逆反过激反应， 造成

孩子自我伤害或者伤害他人的不良

后果。 父母们应当科学引导孩子的

学习生活， 避免过度施压， 同时注

重加强亲子陪伴与交流， 帮助未成

年人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小童工遭同事侵害， 督促监护助父母悔改

叛逆少年不服管， 知返亦不算太晚

正所谓， 养不教， 父之过。 养而

不教是失责， 教而不当是失职， 都是

不称职的表现。 绝不是生理上当了父

母， 就天然是合格的父母， 父母是需

要终身学习的大行当。 为此， 市人大

代表孙慧建议将 “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 纳入 “15 分钟生活圈”。

孙慧表示， 上海家长学校以上海

为中心 （占比 94.8%）、 覆盖全国 33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超过 8 万份问卷的调研显示 ， 家长

“比较需要” 家长教育方面的指导比

例高达 61.14%， “迫切需要 ” 的达

21.99%。 参与家长教育最大的困难是

“不清楚学什么内容 ” ， 达 36.84% ；

其次是 “不知道去哪里学” 30.41%，

“没有时间学” 30.84%。 家长更愿意

参加 “社区家长学校” 组织的家长教

育线下培训 ， 达 80.98% ； 其次是

“邻里汇 、 睦邻中心 ” ， 达 34.38% 。

“可见， 绝大多数家长需要家庭教育

方面的指导， 但往往存在着 ‘不知道

学什么’ ‘没时间学习’ 和 ‘到哪里

去学习’ 等困惑， 而且由于工作压力

大， 希望能够靠近社区就近接受线下

的家庭教育指导。” 孙慧说， 目前家

庭教育指导需求呈现多元化、 复杂化

趋势， 尽管各类型的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均有供给， 但仍然存在家庭教育指

导覆盖面不足、 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亟待理顺和优化、 多部门协同的机

制有待完善、 师资队伍缺乏等问题。

针对上述家庭教育指导的需求以

及上海的实践基础和问题， 孙慧建议

率先探索 “嵌入式” 社区的家庭指导

服务， 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线

下活动， 以方便千家万户就近就便享

受科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同时， 整

合社区公共服务资源， 开展社区家庭

教育指导站点标准化建设。 她建议协

调统筹各部门资源 ， 实现资源多元

化、 统一化配给。 整合教育、 妇联、

卫健、 文明办、 民政等各相关机构的

资源， 与上海市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幼

有所育、 学有所教、 文体保障等条目

中科学育儿指导、 困境儿童支持、 心

理健康咨询 、 文体资源配送等相结

合， 研发上海家庭教育指导的课程模

块体系和资源目录， 通过上海家长学

校统一配送至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

点， 保证基本公共服务高品质、 全覆

盖。

此外， 还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的

专兼职队伍建设， 健全基础知识与技

能培训、 家庭冲突处理、 个案咨询、

病例转介等流程服务， 提供就近就便

与多渠道畅通交流支持的多层次、 多

类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提供必要的

公共服务财政经费保障。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奕颖

2022 年 1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正式实施， 这是我

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家庭教育从 “家事” 上升到 “国事”， 父母们

开启了 “依法带娃” 的时代。 一年来，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依托检校家 “宁萌共育

坊”、 检校 “家优” 站， 建立家庭教育工作协作机制，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使得家长 “依法带娃” 有助力、 有抓手。 记者从长宁检察院获悉， 该院已向履职

不当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 150 份， 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152 次。 如何树立家

庭是第一个课堂、 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 来看看检察官眼中的 “依法带

娃” 又是什么样子的？

法治重点 2023年 2 月 7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一、二版责任编辑 章炜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A2

让“甩手家长”依法带娃
长宁检察院向150名“不称职父母”发出督促监护令

人大代表呼吁：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纳入 “15分钟生活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