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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你们知道发生火灾了该怎
么办？”“有谁了解身边的消防设施、器
材？”9月6日，宁夏大学怀远校区阶梯教
室里，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
二级消防助理员陈雪娇正在给师生们讲
授“消防安全第一课”。课上，她结合校
园消防安全典型案例，向 500多名大一
新生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并提出问题，与
同学们进行互动，精彩的讲解不时引来
阵阵掌声。

“学生是消防安全教育中极为重要
的一环。”陈雪娇常年关注并致力于提高
学校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她经常从消
除身边的火灾隐患、使用消防器材、如何
预防火灾、火灾如何逃生等方面进行授
课，以现场提问、答疑解惑等方式，检验
同学们掌握消防安全知识的情况。

“每次走进校园，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好
玩有趣的活动，让学生们在寓教于乐中提
高安全防范意识。”陈雪娇说，为了增强消
防安全课的趣味性、让同学们更快掌握火
灾应对方法，消防宣传员在学校操场设置

实践环节，带领师生近距离参观消防车，手
把手教同学们灭火器、消火栓的使用方法，
讲解各类防护装备的用途，开展灭火和疏
散逃生演练，让同学们积极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陈雪娇还积极联系教育
局对全市中小学及市直属学校开展线上
消防安全培训、暑期夏令营、“我是小小
火焰蓝”消防主题绘画作文评选等消防
宣传进学校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
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据了解，银川市有上百名像陈雪娇
这样的“火焰蓝玫瑰”，她们深入各辖区
学校为广大师生们开展消防知识讲座、
消防疏散演练，指导学校开展消防教育
活动，不断健全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制
度。同时，针对辖区各大中小学校、幼儿
园特点，鼓励学校师生到科普教育基地
参观，并积极开展“指战员进校园进课
堂”活动，做到校园消防安全教育“请进
来”“走出去”，为校园创造良好的消防安
全环境，达到“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
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目的。

【编前语】校园外，他们是法官、警官、检察官；校园里，他
们是呵护青少年成长、点亮法治光芒的“编外”教师。

他们教会孩子们学法、守法、懂法、用法，将法治精神入于
心、践于行；他们让孩子们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悦纳他人，在
自由的空气里向阳而行。

他们让法治的阳光温暖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祝福这些“编外”教师节

日快乐！也祝愿所有青少年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

“刘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考
上大学了！”今年 8月的一个午后，银
川市兴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超
收到了这样一条微信。文字信息后
面紧跟着的一张图片，是小文（化名）
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看到曾经的迷
途少年开启人生新阶段，“那感觉就
像自己种的花开花了。”刘超一脸满
足与喜悦。

今年，是刘超担任学校法治副校
长的第四个年头。

17岁的小文就读于银川市某高
中。2022年4月，正在读高三的小文在
打篮球期间，和同学连续 4天偷走了 4
部手机，并以低价卖到手机市场，获利
5020元。案发后，小文被移送至兴庆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讯问时，刘超问小文为什么要偷
手机。“我和朋友在打篮球时丢过几部
手机，都没找回来，我想着别人的丢了
也不一定能找到我，就抱着侥幸心理
和 2个朋友商量拿走了手机。”说这话
时，小文依然愤愤不平。

“如果在第一次作案时，2 位朋

友的其中一位提出反对意见并阻止
你，你还会继续违法行为吗？”刘超
接着问。

“那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小
文低头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我
太后悔了，其实这个念头太偏执、太
愚蠢了。”

“交友应当‘亲君子 远小人’，交
一个益友，就像读一本好书，让人终生
受用，在你有不合理的想法或者不良
行为时，能给你正确的解决办法，及时
止损。”刘超耐心给小文讲道理，“听说
你很爱读书，曾经在古诗词、国学方面
多次获奖，现在你快高考了，有想过考
哪里的大学吗？”

听到检察官的话，小文的眼里亮
起光，对刘超说：“老师，我想去北京读
大学，北京的文化底蕴深厚，是我一直
向往的地方。”

因小文违法犯罪情节较轻、对社
会危害性较小，且为未满 18岁的在校
学生，兴庆区检察院决定对小文附条
件不起诉，考验期为 6个月，并委托银
川市阳光未成年人社会服务中心对其

进行观护帮教。
在一次和“刘老师”的聊天中，

小文恳切地说：“老师，你相信我，我
一定改过自新，把学到的知识用在
正途上。”

“小文的问题解决了，但更多像小
文一样的孩子们的法治教育也要抓紧

抓实。”刘超说，法治副校长工作不止
于法治讲课，兴庆区检察院 16名法治
副校长已覆盖辖区 16所中小学，主动
参与校园安全管理、青少年犯罪预防、
专门教育等工作。

“作为法治副校长，以法育人、护
持成长，也是师者本色。”刘超说。

“张警官，二十一小鼓楼分校两侧违
停车辆较为严重。”9月 9日 7时许，银川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兴庆区交警一大
队民警张玉娥收到银川市二十一小鼓楼
分校老师反映的情况，立即将情况反馈
至大队情指中心，电话通知车主尽快驶
离。在“兴庆区中小学微警务平台”微信
群里，张玉娥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这样的
信息，她总会在第一时间反馈至大队情
指中心。

从事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9年，孩子
们的出行安全让张玉娥牵肠挂肚。她清
楚记得辖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开学时
间，总能及时地给孩子们送去“开学第一
课”。2023年 3月 27日是全国中小学校
安全教育日，也是张玉娥被兴庆区第十
九小学聘为法治副校长的日子，这是对
她多年来热衷于交通安全宣传工作最好
的肯定。

“我们学校门前的巷子较窄，家长开
车接送孩子时要即停即走。”9月 1日是
银川市兴庆区景岳小学一年级新生报到
的日子，虽然是周末，张玉娥却没忘记自
己的职责。“一年级的孩子年龄小，很多
交通安全知识得交代给家长。”这是张玉
娥的细心之处。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吗？”“记
得！”9月3日，张玉娥如约来到银川市兴
庆区第十九小学，为孩子们上“开学第一
课”。自从 9月 1日以来，她先后前往 9
所学校为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

“小学生以父母接送或者步行为主，
要给他们讲走路时观察车辆，乘坐电动车
要佩戴安全头盔，下车要用远端的手开车
门；初一的孩子刚开始骑自行车上学，要
给他们讲一些关于安全骑行应该遵守的
交通规则；高中的孩子有骑电动车上下学
的，要给他们讲解安全驾驶电动车的常
识。”张玉娥的课堂上，内容针对性强、警
示作用强，孩子们几乎没有走神的。

在张玉娥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仅
是一个职务、一项工作，更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她和同事们探索新路径、新方法，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治教育活
动，紧抓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开学
季、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宪法日、寒暑
假、全国交通安全日等节点，进校园讲授
法治课，以未成年人容易接受的形式开
展安全教育，在孩子们心里种下法治的
种子、安全的种子，点亮法治的梦想。

看着孩子们平平安安上学、安安全
全回家，是张玉娥最满足的一件事。

“面对校园欺凌我们能做什么？
A.勇于举报 B.事不关己 C.与施暴者
搏斗？”“我知道答案，是A。”近日，在贺
兰县金山小学，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
课”正在进行。

这节课的“主角”是孩子们的法治
副校长——贺兰县司法局洪广司法所
所长王爱玲。

王爱玲以“什么是校园欺凌”引入
主题，通过生动有趣的开场方式迅速
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她从“校园
欺凌的形式”“校园欺凌的危害”以及

“如何预防校园欺凌”等方面入手，从
真实的案例分析到实用的法律知识讲
解，从如何预防校园欺凌到正确应对
校园欺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将严肃
的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同学们时
而聚精会神聆听，时而积极踊跃互动，
现场学习氛围浓厚。

法治课堂既讲解了如何预防违法
犯罪行为的发生，也提醒了同学们在

面对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时要勇
敢地说“不”，及时向老师、家长或警察
求助，不要忍气吞声，也不要以暴制
暴。同时，呼吁每一名同学从自身做
起，遵纪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
法。“要敢于对校园欺凌说不！被人欺
负时，要第一时间告诉老师、警察叔
叔，而且也不能欺负人。”听完课后，学
生们有着共同的感触。

播一粒法治种子，育一方法治心
田。自任职法治副校长以来，王爱玲
通过法治副校长寄语、团体辅导等多
种教学方式与学生们互动，让法治观
念厚植于青少年心中。

“你们觉得故事里欺负别人的做
法对吗？”在贺兰县第三中学开展的

“与法同行 成长有保障”法治宣传活
动现场，王爱玲以一个生动的法治小
故事预热，邀请同学们对故事中的行
为提出看法，引发了同学们的热烈讨
论。随后的问答环节，更是吸引着同

学们的注意力。“根据民法典规定，未
成年人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购买贵
重玩具吗？”面对“抛”出的问题，同学
们踊跃抢答。

“在未来的日子里，这颗法治的种
子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引导同学们
成长为知法、懂法、守法的新时代好少
年。”王爱玲说。

“我们单位的信箱被人为损坏，是
不是有人刻意报复？”今年6月中旬，吴
忠市公安局利通区分局朝阳派出所接
到这样一起警情。经过民警调查，锁
定破坏者是邻近盛元小学的 9岁小学
生小泉（化名）。

朝阳派出所教导员陈昭担任盛
元小学法治副校长，该警情第一时
间推送到他面前。考虑到尊重学生
的合法权益，避免对其造成不必要
的困扰或伤害，陈昭立即联系学校
老师和家长，决定在孩子放学后再
处理此事。

下午放学后，小泉在妈妈和老师
的陪同下走进朝阳派出所。

“小泉，知道为什么找你吗？”陈昭
首先给“捣蛋”的小泉来了个下马威，
并将监控视频里小泉的“作案”画面展
示给家长和老师，确认损坏信箱的正
是小泉。

“警察叔叔，我就是觉得好玩，看
着没人在信箱上捣了一拳，没想到砸
扁了，我知道错了！”小泉低着头，面红

耳赤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损坏公物要赔偿，你年龄小没有

经济能力，这个钱得你妈妈来出。你的

拳头很硬，但是用错了地方，以后可不
能这样。”陈昭教育小泉，今后一定要遵
纪守法，学会克制情绪。

了解到小泉的父母因忙碌顾不上
孩子，陈昭又与小泉妈妈进行了沟通，
以案说法劝导其不要当“甩手掌柜”，
要做好孩子的日常监管教育工作。

“该管的时候一定要管，管不住
就让妈妈来找我。小泉，怎么样？”陈
昭语重心长的话语让小泉重重点了
点头。

“刚开始担任法治副校长时，我以
为只要把法治课上好、把普法宣传做
好，就是一名合格的法治副校长了。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能做
的、应做的其实还有很多。”陈昭说，担
任法治副校长以来，他和同事为辖区
各中、小学送去“平安第一课”，全面做
好隐患排查，保障校园安全稳定，站好

“护学岗”。

“我的孩子在家一直很乖，咋可能
会犯法呢？”“是呀，孩子在家里都很
乖，可为什么一出去就不小心犯法了
呢？”这是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少年
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锁莉萍与罪错未
成年人家长交流时，经常听到的一句
话。

育人以法、润物无声，法治副校长
制度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锁莉萍正是其中一员。

自2015年进入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至今，锁莉萍协助审理了近千起
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案件。在处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她找到了青少
年犯罪的多种原因，那就是家庭问题、
教育缺失、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等。

2022年 4月，锁莉萍处理过一个
关于校园欺凌的案子。该案发生在某
职业技校，同宿舍5名女生联合长期霸
凌另一名室友，而被霸凌者因为自卑、
胆小，对于其他人的霸凌行为只能默
默忍受。某天晚自习后，该5名女生在

宿舍内通过掌掴、撕扯头发、强迫脱衣
服等方式对室友实施欺凌，并对霸凌
过程进行录像。

“我们根据平时案件审理中未成
年人案件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未
成年人普法宣传活动，让校园霸凌事

件少一点、再少一点。”锁莉萍说。
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当好青

少年成长的“领航员”，不负法治副校
长的使命？

锁莉萍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设置法
治课程，定期深入学校了解校园治安状
况和师生法律需求，有的放矢进行教
育，通过活泼有趣的语言、生动的案例
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同
时，利用“法院开放日”、校园法治主题
周、“开学第一课”、民法典宣传月、宪法
日等特殊时间节点，通过录播普法微
课、排演普法短剧、汇编未成年人普法
案例、开展模拟法庭等方式，为学生们
提供沉浸式法治教育体验。结合校园
安全检查、在校生违法情况通报等，为
学校提供法律建议，帮助学校依法防止
和治理校园暴力等实际问题。

一次活动结束后，一名学生说她
长大了也想当法官，锁莉萍笑着鼓励
她要好好学习，孩子坚定地点点头。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开展法治宣讲
进校园的意义吧。”锁莉萍说。

“编外”教师齐心护“青苗”

本报记者 苏克龙 文/图

陈昭（右二）与同事检查校园的消防设施。 （受访单位供图）

陈雪娇：播撒消防安全的“蓝老师”

张玉娥：将安全意识“种”在孩子心中

刘超：以法育人的“师”者本色
本报首席记者 王潇翊

王爱玲：敲响法治课堂“预备铃”
本报记者 杨秀丽

陈昭：为师生站好“护学岗”

锁莉萍：青少年成长的“领航员”
本报记者 李娜 文/图

本报记者 吴彩华本报记者 李毓琛 文/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锁莉萍在法治课堂上与同
学们合影。

刘超（右一）和同事对当事人进行观护帮教。 （受访单位供图）

陈雪娇向大学新生介绍消防器材、讲解消防知识。

王爱玲在贺兰县金山小学开展法治宣讲。 （受访单位供图）

暑假期间，张玉娥在陶瓷社区为孩子们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