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方岩派出所聚焦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逆增长、群发案、老
带新”的严峻态势，在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成因、规律的基础上，主动作为，联
合政府推出“帮教套餐”，助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综合治理工作，对违法犯罪未成

年人递次实施“帮扶引导”“跨区域联动”等举措，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从“警、政、家、校”
的多维度共振，引导迷途少年回归正途。今年7月以来，方岩辖区未成年人发案数为0，违
法犯罪未成年人警情数同比下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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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以来，小宇（化名）因

在超市偷零食、拉车门、偷开机动车

等违法行为屡次被民警抓获。经询

问，民警得知，小宇幼年丧母后，父亲

就带他从贵州来到永康，此后便对他

不管不顾。为解决小宇的困境，今年

5 月，16 岁的小宇在姑姑和民警的陪

同下，被送到了贵州省某县的素质教

育学校。

经过 4 个月的学习，小宇深刻意

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想通了很

多事情，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很多事情

做得不对。现在，我就想学会做蛋

糕，以后自己也能开家店，踏实地生

活。”10月7日，民警潘勇进到贵州省

出差期间，特意去看望刚从素质教育

学校毕业的小宇。当问到近况时，小

宇这样说道。

方岩派出所通过对违法犯罪未

成年人的相关背景进行调查后，发现

其中 70%人员的问题是来自其原生

家庭。他们普遍因父母离异、缺乏关

爱、父母有不良前科等原因，促使家

庭教育缺位或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导

致他们早早辍学，提前踏入社会，沾

染到不良风气，这才走上了违法犯罪

的道路。

为帮助迷途少年提升文化素质、

学习法律知识、根除不良行为，走回

正轨，今年 1 月，经过多方沟通协调，

方岩派出所与贵州省安顺市、罗甸

县，云南省镇雄县等地公安机关及专

业法制教育基地建立跨区域未成年

违法犯罪防治三方联动机制，并与贵

州 3 所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建立深

度合作联络机制。

对于在入学再教育方面存在困

难的家庭，方岩派出所积极联络乡镇

政府设立专项资金，解决他们的经济

困难。今年以来，已帮助 12 个家庭

将失学、失管的孩子送到法制教育基

地开展感化教育。

“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有时

只是一念之差，但可能会导致‘一墙

之隔’。而这一面墙将让他们未来面

对不同的人生。”方岩派出所副所长

胡震表示，他们将持续开展帮教工

作，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让他们

走好人生的道路。

通讯员 田馨

民警进校园开展法律知识宣讲

“点对点”送教 联动机制护航成长

“一对一”帮教 迷途少年重返校园

“陈警官，真的太感谢你。孩子

现在懂事很多了。”近日，“帮扶老

师”陈鹏在家访中得知，浩浩（化名）

的父母发现他有改过自新的意愿，

且近期表现良好，已经决定带他回

云南老家继续念书。这是方岩派出

所对迷途少年开展“一对一”帮教的

一个缩影。

今年 5 月，16 岁的浩浩再次因

拉车门盗窃到派出所“做客”。民警

陈鹏在询问中了解到，浩浩不爱学

习，经常旷课，并结交了一些有偷盗

前科的“朋友”，在他们的引导下开

始行窃。而浩浩的父母都是在永务

工人员，平时无暇顾及他的情况，当

发现他有盗窃行为后也教育过，但

孩子已经不听管教了。对此，浩浩

的父母也很无奈。

了解情况后，陈鹏为浩浩制定

了帮教计划，帮其在辖区某工厂找

了份工作，让他体验生活。工作一

个月后，浩浩终于体会到父母在外

务 工 的 不 易 ，也 意 识 到 还 是 上 学

好。“我以后一定好好上学，再也不

做违法的事情了。”浩浩向陈鹏保

证。

方岩派出所在对违法犯罪未成

年人进行处罚的同时，也坚持“教育、

感化、挽救”方针，大力开展帮教工

作。为此，方岩派出所联动乡镇、村

社、司法等部门单位，将辖区有不良

行为的未成年人列入关爱名单，根据

其家庭成长经历、心理特点、犯错起

因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原

因，因人而异开展“一对一”帮教，并

由社区民警担任“帮扶老师”，定期到

其家中走访，对监护人进行亲职教

育，并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的思想动态

变化，确保帮教落到实处。

警察蓝守“未”健康成长
方岩派出所照亮迷途少年前行路

民警对“迷途少年”进行思想教育

61年的“黑户”
未能成婚

社区民警千里寻根助姻缘

本报讯（通讯员 吕倍思） 11 月 21

日，市民政局大厅的婚姻登记处，一对花

甲老人的婚姻登记仪式感动了在场所有

人。这场仪式的主角程阿公是方岩镇派

溪村人，今年 67 岁，他的老伴欧阿婆是

贵州省罗甸县人，今年61岁。故事还得

从早些年，程阿公在罗甸县务工时说起。

一段姻缘却差一个“身份”

20世纪80年代，程阿公在贵州罗甸

县务工时认识了欧阿婆。尽管欧阿婆是

名聋哑人，家住偏远山村，但这并没有阻

碍两人交往。一次偶然机会，程阿公从

欧阿婆父亲那得知，在欧阿婆出生时，由

于山区偏远、身体残疾等原因，家里并未

给她办理户口，一直拖到现在。

之后，程阿公带欧阿婆回永康发

展。其间，两人想着在一起这么多年，还

是得领个结婚证。于是，程阿公联系贵

州当地，却发现欧阿婆原先居住的村庄

已全部搬迁。村民们四散定居，加之父

母亡故，这对确认欧阿婆的身份造成很

大难度。最终，程阿公只能作罢。

因为没有身份，欧阿婆几乎每天都

在家里，连生病都不愿去医院。而这事，

也成了两名老人的“心结”。直到今年 9

月，事情出现了转机。

热心民警助老人千里寻根

9 月初，市公安局方岩派出所社区

民警陈鹏在村里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

况。陈鹏决定，无论多困难，都要尝试一

下。他加班加点收集信息，核实当事人

情况，锲而不舍地联系相关单位，并从罗

甸县的公安部门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如

果欧阿婆在罗甸县有近亲，身份经过调

查核实，是可以办证的。前提是，她本人

得回趟贵州。

办法有了，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难

度。虽然欧阿婆在贵州有一个亲妹妹，

但多年未联系，找寻不易。且来回车旅

费需要三四千元，这让经济拮据的程阿

公有些犹豫。就在老人犯难之际，陈鹏

又一个决定让这件事往前了一步。“费用

都由我来出。”陈鹏干脆的一句话，再次

感动两名老人。

之后，一行人赶赴贵州，在当地警方

的配合下，找到了村民搬迁后的大致位

置。欧阿婆不识字又不能说话，找妹妹

只能挨家挨户地去认。陈鹏也是一路跟

在后面，帮忙寻亲。幸运的是，寻亲过程

中，有同村人认出欧阿婆，领着大伙到了

她妹妹家。姐妹多年后重逢，分外感

人。经过一系列调查取证，欧阿婆的户

口终于有了着落。

户口簿寄到之日即是完婚之时

要正式恢复身份及户口，还需当地

部门复核相关材料。陈鹏又开始想办法

帮老人办理结婚证。程阿公表示，都这

么大年纪了，也不用选日子，户口簿什么

时候寄到就什么时候去登记。但他并不

清楚结婚登记的流程，也没考虑过万一

排不到等问题。

为了让这对花甲恋人早日完婚，陈

鹏回到永康后又联系市婚姻登记处，提

前帮其开通了办证“绿色通道”。

经过层层复审，贵州警方将欧阿婆

的户口簿寄到了方岩。拿到户口簿当

天，陈鹏领着两位老人来到市婚姻登记

处，于是有了开头的一幕。随着结婚手

续的完善，11 月 22 日，欧阿婆的户口也

顺利迁移至方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