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省宁乡市公安局一

间布置温馨的房间里，淡粉色窗

帘随风轻拂，墙上点缀着充满童

趣的卡通贴纸。沙盘中央，一座

精致的城堡模型被细沙温柔环

抱，氤氲着热气的茶杯静静立在

桌边。此刻，一群“宁姐姐”正围

坐在一起，轻声细语地分析着女

童保护案例。

这个充满温情的空间，正是

宁乡市“宁姐姐”一站式女童关

爱中心的日常场景，也是当地涉

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创新的试

验田。

破题院
从个案救助到家庭重塑

2020年，宁乡市妇联联合公
安、检察等部门成立了“宁姐姐”一

站式女童关爱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旨在为性侵害受害女童提供

一站式询问、关爱与救助服务。

中心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发

现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当地许

多家庭存在亲子关系紧张或者

监护缺失的情况。家庭监护的缺

失让侵害者有机可乘；而家长的

错误应对，又可能将孩子推入二

次伤害的深渊。

“长期缺少来自父母的关注

和监护，导致未成年人更容易与

父母之外的人建立关系，从而被

引诱、欺骗，甚至在被侵害以后不

敢也不愿告知父母。”宁乡市妇联

挂职副主席陈娟向记者介绍。

在倾听涉案父母、孩子的讲

述中，宁乡市妇联发现，很多父母

在面对侵害案件时，会以错误的

方式给孩子增加压力和焦虑：要

么过分放大事件对孩子未来的影

响；要么以“受害者有错论”为孩

子总结经验教训；要么过于小心

翼翼，不知如何与孩子沟通……

“而从后期恢复看，家长的认知

水平和态度决定孩子能否尽快

走出阴霾。”陈娟说。

基于此，2023年宁乡市妇联
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关于在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此

后，宁乡市妇联由关注特殊儿童

个体转向关注特殊儿童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并开始以家庭为核

心，将受侵害儿童救助服务放在

整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系统中

开展，以转变家庭教育观念、缓

解家长身心压力、提升家长应对

能力，从而解决特殊困境家庭儿

童康复与发展的核心难题。

16岁的小英（化名），因父亲
服刑、母亲失联，先在福利院生

活，后被姑姑接回家照顾。在遭

受侵害后，小英陷入抑郁，而监

护她的姑姑既要照顾患病的母

亲又要抚养两个孩子，面对突如

其来的变故同样手足无措。

小英的困境并非个案，而是

许多受侵害儿童面临着的问题。

这促使宁乡市妇联向问题的根

源深处发力———让家庭教育指

导成为保护链条的关键环节。

中心构建起“专业支撑+机
制保障+精准服务”三位一体工

作模式，打造覆盖预防、干预、跟

踪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困境不

是爱的缺席，而是爱的能力缺

失。”宁乡市妇联主席刘俐华道

出了创新服务的核心逻辑。

创新院
三位一体守护机制

2024年，宁乡市妇联以 4 支
特色队伍构建起立体防护网：8
名“临时家长”组成的妇联合适

成年人工作组陪同询问、调查、

取证，避免二次创伤；4名心理咨
询师修复心理创伤；8 名家庭教
育指导师重塑家庭关系；1931名
“爱心妈妈”库提供一对一持续

生活关怀。

为确保各项服务无缝衔接，

宁乡市妇联与公安、检察等部门

制定《“宁姐姐”一站式女童关爱

中心项目实施方案》《“宁姐姐”一

站式关爱救助办法》，明确各部门

职责分工。市妇联还与市人民检

察院、法院制定了《关于在涉未成

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

办法》，在办案中发现存在涉案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有需要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的，检察机关向该

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并向市

妇联出具家庭教育指导委托函，

由市妇联指派专业的家庭教育指

导师为涉案家庭提供服务，形成

“发现—干预—支持”闭环式协作

工作机制。

闭环式协作工作机制让服

务无缝衔接。检察机关发现 16
岁盗窃案少女小娟（化名）存在

严重抑郁时，当天即启动服务流

程。家庭教育指导师郭龙朝通过

引导父母完成亲子书籍阅读、教

育沙龙参与、情绪日记记录等系

统性改变，最终让小娟从重度抑

郁转为轻度，家庭重现生机。

个性化服务方案则展现出精

准温度。每个家庭需经过三层面

谈机制，形成专属“诊断报告”。针

对监护缺失家庭开设家庭教育促

进法普法课，对亲子关系紧张家

庭进行家庭治疗，对于沟通障碍

家庭，则通过亲子共读沙龙重建

对话。数据显示，全市特殊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满意率达 98%。

蝶变院
用专业唤醒爱的能力

深入接触涉案家庭后，宁乡

市妇联逐渐读懂那些沉默背后

的声音：当孩子说出“不愿意回

家”时，潜台词可能是“我希望家

不再是争吵的地方”；当父母无

奈表示“管不了”时，实际在表达

“我不知道如何正确爱你”。这些

家庭暴露出了共同问题：爱的能

力缺失。

“我们要成为爱的能力培养

皿。”刘俐华说。宁乡特殊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的目标，正是提升培

养特殊家庭“爱的能力”，希望通

过唤醒父母的觉察力、修复孩子

的安全感，让家庭重新生长出滋

养生命的土壤。

在家庭教育指导师廖凤玲

的记录本里，小英的变化被细致

标注：从初次咨询时的沉默，到

第六次主动送上手绘贺卡的阳

光少女；从成绩垫底到提升百余

分，在爱心妈妈陪伴下，这个曾

被命运重击的女孩迎来了 17 岁
生日蛋糕上的烛光。而盗窃案少

女小 娟 家庭 的 变 化更 具 启

示———父母数千字的亲子观察

笔记，见证了从“恶语相向”到

“促膝长谈”的蜕变。

当涉案家庭教育指导从个

案处理升级为系统干预，改变的

不仅是单个家庭命运：宁乡市服

务的涉案家庭中，90%实现家庭
功能改善，“一站式取证”模式更

被湖南省公安系统全面推广。

站在新起点，“宁姐姐”们将

服务前置至高风险家庭，开发

“诊疗+跟踪”双轨模式，推动家
庭教育指导融入社区治理。正如

“宁姐姐”们常说的那句“每一朵

花都值得被守护”，这群用专业

与温情编织保护网的守护者，正

在书写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

“宁乡方案”。

渊据叶中国妇女报曳冤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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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宁姐姐”一站式女童关爱中心创新开展涉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唤醒野爱的能力冶 守护野每一朵花冶

近日，江西省共青城市流动儿童关

爱保护计划暨未成年人保护月活动启

动。作为首批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

（市、区）、2025年全省流动儿童关爱服务
试点县（市、区），共青城市精准帮扶、多

元联动，为流动儿童开展一系列暖心关

爱活动，搭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成长守

护体系。

共青城市有流动儿童 2600 余名，全
部分类建立档案，并对其中 30余名重点
儿童建立“一人一档”。该市以试点工作为

契机，依托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乡镇

（街道）民政服务站、“一老一小”幸福院等

关爱服务阵地，从开展精神文化服务、强

化儿童权益保障、加强心理关爱服务、推

进城市融入服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

光下茁壮成长。

多样阵地 营造成长空间

2023年，共青城市投入 500余万元打
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实现“市、乡、

村”三级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阵地全覆盖；

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组建专业社

工队伍，发挥共青城市 8所大学 10万大
学生的资源优势，为流动儿童搭建成长平

台，用知识与欢乐给予他们心灵慰藉。

走进共青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记者看到，这里有舞蹈室、科技室、阅

览室、儿童乐园等，开设了美术课、口才

课、书法课等多个兴趣班，还设有阳光咨

询室、情绪宣泄室、运动解压室等，空间宽

敞、环境温馨、功能齐全。

今年初，小花（化名）的父母从外地来

到共青羽绒厂工作，小花也随之转学到共

青城。初来乍到，她不敢与他人交流，课余

也只愿在家中玩电子产品。在老师的推荐

下，小花来到共青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这里不仅有同龄的小伙伴和亲切的

老师，还有许多哥哥姐姐陪伴玩耍，让小

花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

“之前我们两口子加班，孩子独自在

家，我非常担心。自从孩子去了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中心，有人照顾、有伴玩耍，朋友

多了，生活也更加丰富了。”小花的妈妈高

兴地说。

据悉，共青城市针对流动儿童普遍面

临的课后无处可去、归属感缺失、社交圈

狭窄等现实困境，以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

心、“一老一小”幸福院为核心，整合资源、

精心规划，打造兼具安全性、趣味性与归

属感的专属成长空间，为孩子们构建了放

学后与节假日温暖的“第二个家”，有效解

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多元活动 促进全面发展

在积极打造平台阵地的基础上，共青

城市通过开设周末爱心课堂、特色兴趣班

等，进一步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

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上，

小强（化名）站在舞台上，手握话筒，声音

洪亮，向大家一一介绍表演的节目。而在

半年前，他还是个内向的孩子。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工作的，孩子参

加了当地组织的一次周末公益课后，非

常喜欢，每周都坚持参加。半年时间，他

不仅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更通过口才训

练，变得敢于表达、乐于表达。这次被选

中成为小主持人，我们都非常骄傲。”小

强的爸爸说。

共青城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负责

人罗雯丹表示，该中心开展课业辅导、趣味

体育、益智游戏等活动，在为孩子们夯实知

识、强健体魄、激发潜能的同时，注重给予

他们温暖陪伴，促进全面发展。目前，中心

已开设多种课程，服务 1800余人次。
特色游园会、包粽子、做香囊……今

年“六一”儿童节和端午节假期，共青城市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街道、“一老

一小幸福院”等为流动儿童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我们紧扣重要节日节点，精心

策划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

获快乐与友谊。”罗雯丹说。

为强化儿童权益保护，共青城市还排

查出 30余名重点关爱对象，通过专业社
工队伍开展精细化探视巡访服务，秉持动

态跟踪原则，及时更新“一人一档”成长档

案，建立关爱服务台账，确保心理健康支

持服务持续有效，为重点流动儿童筑牢心

理防护网，也让他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

温暖。 渊据叶江西日报曳冤

江西共青城院搭建多层次成长守护体系 流动儿童有了温暖野新家冶

2023年袁湖南宁乡市妇联联合相关部门发布叶关于在涉未成年人
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实施办法渊试行冤曳袁关注特殊儿童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袁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尧缓解家长身心压力尧提升家长应
对能力袁从而解决特殊困境家庭儿童康复与发展的核心难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