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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音
今天，《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正式施行。这意味着，从今天起，上海有了

第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地方性法规。

近年来，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频频挑动

公众的神经。一句“他还是个孩子”成了屡

见不鲜的遮羞布，这些忽视和纵容，导致了

多少“脱缰”的“小野马”在失控？正因如

此，这部《条例》的重要性在于，营造一个

“法规能管，家长会管，学校敢管”的环境。

以往，我们都在说，孩子是一张白纸，

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纯白。从此前报

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不难发现，涉案

未成年人“黑化”“异化”，往往是家庭、学校

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通过

对部分罪错未成年人案例的研究发现，80%

以上的罪错未成年人都有监护缺失、监护

不当或遭遇过如父母自杀、入狱等重大事

件的童年经历。这些孩子如果能够得到家

长足够的关注和教育，如果能受到学校乃

至社会足够的德育教育、法制教育和人文

关怀，未必会走上犯罪道路。

看过诸多真实可感的成长轨迹，我们

要挽救“问题少年”，更要防范未成年人变

成“问题少年”。

一方面，我们要遏制涉未成年人犯罪，

在出现初次不良行为后及时干预，及时为

他们“踩下刹车”，防止“问题少年”在下坡

路上“畅通无阻”。另外，对于罪错未成年

人，我们宽容包容，但决不该纵容，要有行

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刚柔并济。比如，对于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既不能“一判了之”，

也不能“一放了之”。而应该根据未成年人

所涉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社会危害大小

等建立分级干预制度。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未成年人“把好

方向盘”，抓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帮助

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是一个系

统工程。如今《条例》实施，这是“有法可

依”的第一步，我们还远远没到“松了一口

气”的程度。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家

庭关系疏导……这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

“良方”同样要跟上。否则仅仅通过国家投

入，缺乏社会各方的支持，其有效性就会大

打折扣。

民之所呼，法之所应。立法增设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支持体系，提供了“专业化、

社会化”的保障机制。例如《条例》第三十

四条指出，上海市探索青少年事务社会工

作者驻校或者联系学校工作机制，依托青

少年事务社会工作站点及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者协助中小学校开展道德法制教育、

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毒品预防教育、

行为矫治等活动。

经过20年的实践，上海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的经验正在不断叠加。相信，随着法

规的深入实施，一个以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检察院、法院为主导，社团运作，家庭、学

校、社区等多方参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的工作网络正在铺开。越来越多“少年的

你”将得到更好的呵护与成长。

行动从这里开始……

3月1日，《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这就
意味着，从今天起，上海有了第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地方性
法规。

经过近20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上海青少年犯罪率持续、显著
下降，但作为预防、发现、处置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最前端的公安的
数据来看，近两年来刑事案件数量有一定增长趋势。

近期，通过对全市590位未成年人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
64.58%的家长认为未成年人最容易走上歧途的年龄在初中阶段。

如何在关键时期给未成年人“配好刹车”？上海市共青团铺
开了独具特色的分层预防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超前预防来

“体检”，临界预防来“救火”，再犯预防来“疗愈”。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小乌是
一名涉罪未成年人，他因在微信上盗
用头像进行诈骗而被公安抓获。他看
到帮教社工时，第一句话却让对方哑
口无言。

新冠疫情发生后，网络（电信）诈
骗成为了诈骗类型中的绝对主力，刷
单、虚假交易、信用卡、网贷、直播诈骗
等成为如今未成年人涉诈骗类案件的
新趋势。截至今年9月30日，公安机
关办理的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诈
骗类案件涉案人数为333人（以网络
直播平台诈骗为主），占45.62%，成为
人数最多的涉案类别。

“从案例中不难看出，孩子其实很
聪明。互联网具有隐蔽性，家长很容
易忽视他们在平台上的所作所为。在
帮教后，他们的观念能否得到调适，又
能否顺利地回归社会呢？”社工表达了
他的担忧。

新的难点层出不穷，旧有的问题
依然存在。“暴力犯罪”和“财产侵占”，
这两项依然占比较高。根据2016年
至2021年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寻衅滋
事案件占25.6%，聚众斗殴类案件占

10%，盗窃案件占25.8%。
重点人群，重点预防。2002年，

上海界定了本市户籍 14—25 岁“失
学、失业、失管”三失青少年作为“社区
青少年”，针对这部分特殊群体实施违
法犯罪的重点预防，上海成为第一个
系统性构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体系建设的城市。

在这20年间，一支专业的力量开
始显现出来。2004年2月，团市委、市
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册成立民办
非企业性质的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
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
了一支职业化的青少年事务社工队
伍。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的总干事黄旦闻告诉记者，青少年事
务社工抓牢超前预防、临界预防、再犯
预防三个环节，构建起分层预防的社
会工作服务体系和工作流程，针对服
务对象采用个性化的专业手段和教育
方式。每年全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
个案服务平均覆盖3万多人次，开展
小组服务平均覆盖近2万人次，开展
社区服务平均覆盖10万多人次。

再犯预防指的是公检法司与社工机
构合作，通过司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
共同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犯罪预防。再
犯预防工作就如“疗愈”，社工针对那些涉
罪青少年，在黑暗中燃起灯，给青少年种
植希望，陪伴他们走出阴霾。

“我们每年平均为千名涉罪未成年人
提供服务，以附条件不起诉观护帮教为
例，在2017年至2021年服务的379名涉
罪未成年人的不起诉率达到100%。”中心
负责人表示。

不起诉对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是
重获“新生”。

有一名青少年小胜，初二时因为参
与团伙抢劫被警方羁押。小胜的父母是
来沪务工人员，夫妻两人都在一家饭店
内打工，吃住都是在饭店提供的临时房，

小胜平时读书做作业都在饭店老板的办
公室里。小胜逐渐长大了，而父母却没
有关注到青春期孩子的成长和需要。缺
乏家庭归属感的小胜在社会上结识了一
群“好兄弟”，那晚，这些兄弟们囊中羞
涩，便煽动小胜随他们一起去实施了抢
劫。

受检察院的委托，社工对其进行观
护帮教工作。最终小盛被一所重点职校
录取，检察院对他也进行了不起诉宣
告。小胜痛改前非，在职校里非常努力，
成绩出色。毕业时，就被一家新兴科技
公司聘为项目主管。2020年，小胜在昆
山贷款买了房子，他和父母终于有了自
己的家；他和朋友还合伙在苏州创业，由
于符合苏州的人才引进标准，他已将户
口迁到了苏州。

上海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体系
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完善。

在体制机制建设方面，2012年，按照
中央部署和工作要求，上海成立了由27
家单位组成的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专项组，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
制，由团市委作为组长单位发挥牵头统
筹作用，初步建成上海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工作体系。

到2016年底，全市16个区、215个
街镇成立了预青工作协调机构，基本形
成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网络。

今年，平安上海建设协调小组重点
人群组下设7个重点人群组，其中重点
青少年群体工作组由团市委担任组长
单位，负责协调推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
作。

在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方面，2004年2
月，团市委、市社区青少年事务办推动注
册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市阳光社区青
少年事务中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建立了一支职业化的青少年事务社
工队伍。同时联合市综治办、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制定《上海市

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的意见》，督促各区完成100：1
的社工配备。指导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等社工机构通过实施职业资质认
定、职业晋阶设计和薪酬制度改革等举
措，保障了队伍的稳定，促进了社工的职
业化发展。

目前，这支队伍有近700人规模，本
市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标准已达到13.9
万元/人每年。

此外，团市委与市高院、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合作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由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合
适成年人、观护帮教、社会调查等未成年
司法社会服务，出台了全国第一个省级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标准。

经过近20年的前期探索、体制机制
建设、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上海初步形成
了以平安上海建设协调小组重点青少年
群体工作组近二十家单位为依托的综治
工作机制，建立了从犯罪预防到案件处
理全流程的少年司法体系和以青少年事
务社工队伍为工作力量的社会服务与支
持体系。

今起上海有了第一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地方性法规

让越来越多“少年的你”
得到更好的呵护与成长

小B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子俩相
依为命，母亲好不容易盼到孩子职校毕
业，可在孩子就业问题上老是发生争执，
天天吵，几乎是每周一次110。

“后来居委会和民警都没有办法。有
次母子又吵架了，孩子二话没说，就从三
楼跳了下去，这个孩子命大，只受了点皮
外伤。”阳光社工回忆道。

在案例中，小 B 就是困境少年，面
临的主要是成长性困境。如果不进行

及时介入，就很有可能走向行为不
良。社工介入后，迅速对青少年开立
个案，邀请母亲参与小组与活动，并持
续跟进了 4 年。昔日的“孩子”已经长
大了，小 B 已经已结婚 5 年了，而他的
妈妈每年都会给社工打电话问候，表
示感谢。

超前预防包括青少年广泛进行
的法治宣传和困境未成年人的
重点预防，主要在学校和家

庭开展。“超前预防就如同‘体检’。”黄
旦闻打了个比方，针对处于困境中的青
少年，社工出“体检报告”，并给青少年

“打疫苗”，提升个体及群体的“抗病毒”
能力。

据了解，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的
专业社工分布在上海的12个区155个街

镇，市、区、街道三级覆盖的工作网
络。“我们每年要为近5万名青

少年建档、提供专业服务。

和全市近200所学校开展了联校社会工
作。”

今年9月，团市委和市教委联合在宝
山试点进一步深化学校社会工作，由中心
具体承接系统服务的2所学校中，通过前
测，社工发现学生在“自我发展”“抗逆力”

“社会支持”方面急需“打疫苗”。
“做好提前介入和预防工作就可以阻

止学生由于困境产生的心理问题。”黄旦
闻说。

从定义上来看，临界预防是对未成年
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实施的重点
预防，主要在社区及特定场域中开展。

“临界预防就如同‘灭火’，社工要迅
速找到起火点，把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
为青少年从各类风险和危险中拉回来。”
黄旦闻说。

近4年，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共开展庭前调解1176件，开展庭前调查
71件，开展探望监督人、心理疏导等89件。

其中的一个案例令人唏嘘。10岁的
小北趁邻居家中无人，且家门未关的情况
下，与其姐姐一同入室窃取人民币800元
以及若干金银首饰。社工在接到派出所
的委托后介入，了解到小北来自外省市的
一个普通五口之家，平日与父母、姐姐和
弟弟一同生活。父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

工作和照顾年幼的弟弟身上，小北犯错
时，父母通常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教。社
工介入后对小北及其家人都进行了辅导。

“以往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通常
做法是派出所进行批评教育后由其监护
人领回。但问题是，由于家庭教育的一贯
缺失，和无专业人员介入矫治，不良行为
可能依旧会延续，导致今后会犯更重的
罪。”黄旦闻告诉记者，2021年团市委、市
公安局联合发文，形成《关于进一步加强
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
实施意见》，在这份文件里，一是及时回应
了上位法的修订，加强了对严重不良行为
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二是通过公安与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联动，及时介入，探
索对严重不良的青少年实施专业服务全
覆盖。

做完“体检”再“打疫苗”

针对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社工出“体检报告”，并给

青少年“打疫苗”，提升个体及群体的“抗病毒”能力

找到“起火点”再来“灭火”

临界预防就如同“灭火”，社工要迅速找到起火点，把不

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从各类风险和危险中拉回来

创伤之后的“疗愈”

再犯预防工作就如“疗愈”，社工针对那些涉罪青少年，

在黑暗中燃起灯，给青少年种植希望，陪伴他们走出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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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
预防

再犯
预防

新形势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现况调研

构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体系

>>青年时评

挽救“问题少年”
更要防范未成年人变成“问题少年”

全面铺开

立法调研会。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上海市共青团铺开了独具特色的分层预防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立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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