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 力 迷 途 知 返

“ 检 察 官 姐 姐 ，我 考 上 大 学 啦！

谢谢您！”“祝贺！希望你今后扬帆远

航！”这是刑事案件受害人小丽（化

名）与检察干警张艳的通话。电波那

端，小丽掩饰不住喜悦，银铃般雀跃

的声音让张艳眼眶潮湿。小丽遭受

伤害时年仅 16 岁，在检察机关和检

察官细心帮助下，她重塑信心，最终

金榜题名。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认真贯

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理

念 ，综 合 履 职 强 化 未 成 年 人 司 法 保

护，用检察温度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撑起了“法治蓝天”。

残 疾 人 是 一 个 特 殊 的 群 体 ，为 残 疾 人 打 造 无 障 碍 环 境 是 城 市 文 明 的 重 要 标 志 。 多 年 来 ，我 市 高 度 重 视 残

疾人权益保障，依法维护他们的权益，持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和人性化服务水平，引导全社会给予他们更多

关心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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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小强因长期监护缺位，结识了一
些不良朋友，一时冲动实施了抢劫。案发
后，小强真诚悔改，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并
取得谅解。

“小强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如果
批捕，无异于将他推到社会对立面。如果不
捕，没有生存技能的他怎么生活，会不会再
次犯罪？”经过深思熟虑，检察机关依法作出
不批捕决定，并将小强安排到一家汽修厂接
受观护帮教。同时，组建“检察官+专业社
工+职业师傅”帮教小组，展开联动帮扶：检
察官跟踪帮教，及时掌握小强的思想动态；
社工定期开展心理干预与谈话教育，引导小
强树立正确人生观；让德才兼备、经验丰富
的师傅教授其汽修技能……

在 汽 修 厂 ，小 强 感 受 到 了 温 暖 ，变 得
阳光开朗，干劲儿十足。“将来我想开一家
大型专业汽修店！”小强的梦想，飞扬在师
傅 、社 工 、检 察 官 欣 慰 的 笑 容 和 殷 切 的 期
望里。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我市检察机
关持续增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责任
感和主动性，以检察能动履职教育、感化、
挽 救 涉 罪 少 年 ，防 范 未 成 年 人 误 入 歧 途 。
一方面，坚持全程、精准帮教，联合教育、民
政、工商联、社区等多方力量，设立 22 个企
业型或社区型观护帮教基地。3 年来，共对
274名涉罪未成年人精准帮教 8347次，其中
20 人经帮教考上了大学。另一方面，深化
法治宣传教育，全市 276 名检察官担任中小
学校法治副校长，严格落实普法责任制要
求，并建成了 4 个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迎
接 10万名学生参观。

几年前，刚上高中的小丽认识了几名网友。相
约见面时，小丽受到了侵害。此后，噩梦般的遭遇
让小丽不愿意开口说话，她用沉默与泪水将自己紧
紧封锁，仿佛只有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忘记痛苦。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后，小丽的情况引起了检
察官的关注。了解到小丽家庭困难、身心受损，检
察机关立即借助“一站式”办案机制，联合多方主
体对她开展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就学
就业支持、职业人生规划辅导等多元精准帮扶。

在多方努力之下，小丽重塑生活和学习的信
心，重返校园学习，参加高考后，阴霾尽散的她顺
利考上了理想的学校。

“办案过程中，对于那些未成年受害人，我们
会给予‘一站式’保护，用情保护、用心守护，帮助

他们扫去阴霾，让‘受伤的花朵’健康绽放。”市检
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李俊琳说，我市检察机关不
仅坚持对未成年受害人一次性询问，避免二次伤
害，还积极构建多元化综合帮扶救助机制，多部门
联动，统筹多种资源，运用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纳
入社会救助等措施，多维救助未成年人。

2023 年，全市检察机关立足办案，共向 49 名
未成年受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30.5 万元，并协同
教育、民政、妇联等职能部门及社会力量，做好心
理疏导、复学转学、政策转介等救助工作。与此同
时，检察机关还支持 19 名未成年受害人提起侵权
损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
助 7 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为 1

名儿童协调办理户籍登记。

近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其中有多起涉及电竞酒店、点
播影院等新兴业态。

一 名 未 成 年 女 孩 跟 随 网 友 去 点 播 影 院 看 电
影，遭受不法侵害；一起盗窃案中，两名未成年犯
罪嫌疑人行窃后，用所得赃款在酒店长期留宿；两
名未成年人伙同他人，在电竞酒店内利用网速快、
监管存在盲区的便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这些
案件凸显出部分电竞酒店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男女
多人混住、未成年人无节制上网，点播影院未依法
取得电影放映许可证、不需进行身份核验登记、消
防隐患突出等问题，极易诱发违法犯罪行为。

“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有其自身原因，背后还有复
杂的家庭、社会等因素。”李俊琳介绍，我市检察机关
充分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
能，凝聚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保护合力，持
续推动多领域社会综合治理，解决涉案背后的社会
治理难题，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全省首例涉未成年人文身民事公益诉讼案，

全省首例酒吧违规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民事公益诉
讼案，全省首例未成年人滥用药物行政公益诉讼
案……3 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未成年人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 143 件，发出检察建议 111 份，为未
成年人的“成长圈”织密保护网。

前不久，检察干警办理一起案件时发现，涉罪
少年的父母存在监管职责缺位、法治教育缺位、家
庭教育缺位等失职行为，随即发出督促监护令，督
促父母强化监护意识，配合检察机关帮教，让孩子
尽快走上正轨。这样的监督令，我市检察机关已
发出近 800 份，推动解决了案件背后的“家庭监护
不力”这个痛点难点问题。

让每一个涉罪未成年人无痕回归社会，让每
一个未成年受害人走出痛苦阴霾，让每一个未成
年人在法治天空下茁壮成长……“少年”一词，承
载着美好与希望，而在少年逐梦的路上，“太原检
察”正激情满怀，孜孜以求，用法治的温度，浇灌着
美丽的未来之花。

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王宇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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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患儿康复

“一步、两步、三步……我可以自己慢慢走了，不用妈
妈背着了。”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9 岁的小鹏终于可
以独自行走。

小鹏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由于身患小儿麻痹症，行
走困难。 2022 年，小鹏接受了肢体矫治手术，在指定康
复机构进行日常训练，生活慢慢回归正常。

儿童期是康复的黄金时期。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就是
要抓住残疾儿童的康复黄金期，通过专业系统性的康复训
练，努力让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重回社会。2023年，我市
全年共救助残疾儿童 1818人，任务完成率 140.93%。

“要建立健全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体系和保障机
制，支持定点机构拓宽康复服务范围，丰富康复服务内
容，提升康复技术水平，方便残疾儿童就近训练，促进康
复资源合理利用。”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太原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内容包括：对初
筛阳性 0 岁至 6 岁（不满 7 周岁）儿童提供残疾筛查诊断
救助；为 0 岁至 15 岁（不满 16 周岁）残疾儿童提供助听
器适配、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肢体矫治手术和辅具适配
等救助。

救助对象为：具有我市户籍（或居住证），经儿童残疾
定点筛查诊断机构确诊的 0岁至 6岁（不满 7周岁）残疾儿
童，或持有残疾人证的 0岁至 15 岁（不满 16 周岁）残疾儿
童，并已录入山西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管理系统。

助力完成学业

2023 年，残疾人小杨通过努力学习，如愿以偿地收
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随之而来的大学学费、生活费，
让家里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小杨压力倍增。

就在此时，“扶残助学（大学生）圆梦工程”让小杨
看到了希望。在市残联的帮助下，小杨拿到了属于她的
扶残助学金，这为她顺利完成学业提 供 了 实 质 性 的 帮
助。她满怀感激之情地说 :“‘扶残助学圆梦工程’的实
施，能够帮助我顺利完成学业，真的非常感谢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感谢残联同志们的热心帮助和他们送来的
温暖。”

“扶残助学圆梦工程”是 2024 年山西省政府 15 件民
生实事之一，旨在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
人家庭子女圆大学梦。

“扶残助学（大学生）圆梦工程”扶助对象为山西省户
籍在校残疾人大学生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在校大学
生，资助标准为专科生每人每年 4000 元，本科生每人每
年 5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 6000元。

2024 年 ，市 残 联 多 次 开 展 调 查 摸 底 、核 实 资 料 审
核 ，确 保 资 助 对 象 精 准 、资 助 流 程 规 范 、资 金 支 付 及
时。最终，完成了全市 328 名申报资助对象的审核、公
示及发放工作，总投入资金 158.6 万元，提前完成了今
年的任务。

“扶残助学（大学生）圆梦工程”保障了残疾人家庭
及学生的受教育权利，提高了残疾人的整体素质，进一
步激发了广大残疾学子和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奋发图

强、勇敢逐梦的满腔热情，也赋予了他们成就人生理想
的机会。

开展精准服务

“平时最困难的是上厕所，每次都要靠家人一步一步
把我背到卫生间，再慢慢挪上台阶，有好几次两人差点一
起摔倒。”

刘先生今年 48 岁，肢体重度残疾，行动十分不便。
“我们入户了解刘先生的具体情况后，立即将他纳入无障
碍改造计划，设计实施去除台阶、地面及排污管道改造、
蹲便改坐便等系列改造。”市残联工作人员介绍说，改造
那段时间，他往刘先生家跑了不下 5次，就是为了保障改
造质量。

“家庭无障碍改造是为了让残疾人日常生活更方便，
守护的是他们的尊严。”市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改造
过程中，他们尽量满足残疾人特殊性、多样性、类别化、个
性化需求，让残疾人生活更加便利、更有尊严。

家庭无障碍设施关乎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出不得半
点差错。为此，市残联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监督流程。施
工前，残联工作人员通知改造户做好准备，配合施工方顺
利进行工程改造。改造过程中，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执行
《家庭无障碍建设指南》中的各项要求，把好质量关，确保
残疾人便利最大化。对有问题的改造项目，工作人员及
时登记、拍照留存，并通知施工方立即整改，不给残疾人
留下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每到一户，都会对照“一户一方案”改造清
单逐一核实。同时，认真听取残疾人及其家人对改造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设备配置到位、设施改造到位、为
残疾人服务到位。

从“做饭难、洗澡难、如厕难”到“生活可自理，出行
更方便，家人更放心”，这些看似细小的家庭“微改造”，
却托起了残疾人家庭的幸福生活。下一步，市残联将有
效结合家庭无障碍改造、精准康复等政策，合力帮扶，进
一步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让他们生活得更便利、
更舒适。 记者 于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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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残疾人做日常康复治疗

对轮椅进行日常维护 为残疾人家庭做无障碍改造

特教老师对残疾儿童进行训练

尖草坪区第六实验小学学生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

学生参观法治教育基地

小店区检察院在省实验中学开展庭审进校园活动

检察机关开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