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合议庭组成人员入庭。”“现在开庭。首先核对当
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基本信息。”2024年 12月 23日，
随着一声清脆的法槌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家
事审判庭“模拟庭审”正式开始。

模拟法庭“庭审”改编自一起侵权责任纠纷的真实案
件，兴庆区第二十二小学的同学们化身审判长、原被告、
代理人等角色：“被告和我在学校发生矛盾，放学后把我
带到偏僻地带进行殴打，导致我胳膊受伤，应当赔偿我的
医疗费等费用。”“原告从受伤到去医院就医相隔时间较
长，他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下面由原告出示证据，被
告发表质证意见……”“小演员”们全情投入，力争成功再
现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程序推进正确，声音洪亮，个别流程有遗漏……”台
下，担任法治副校长的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和助理们认
真观看并记录着庭审细节。“庭审完，我们会点评，向同学
们还原一个真正的庭审现场，为他们讲解每个环节的作
用和流程。”兴庆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孙锋
说，“开展模拟法庭，我们从来都不是走过场，而是将发生
在同学们身边的案例搬进庭审，用身边事教育他们，提高
他们的法治素养。”

“模拟法庭”打破了以前的普法模式，让学生沉浸式
体验抽象的法律知识，不仅提高了学生们法律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去年，兴庆区人民法院 32名法治副
校长利用儿童节、开学第一课、宪法宣传日等节点，针对
不同年龄段、不同学校，为 20所中小学开展了“订单式”
普法，在同学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

不久前，在西夏区“法护蓓蕾”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
地，一场故意伤害案件出现在“模拟法庭”上。

“被告人小刚因琐事与被害人小明在微信上发生口
角，后伙同小文、小军使用长刀及棒球棍将小明打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小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应

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扮演的是被告人，这个角色让我明白违反法律的

后果是多么严重，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而犯罪，要学会用法
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学生李雷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庭审”是由西夏区第十七小学经
验成熟的“小模拟者们”指导新手完成的。“前期都是由高
年级学生指导准备，我在后期为他们把关，从整个庭审过
程来看，规范有序、节奏顺畅，法言法语运用得当，孩子们
掌握得很好。”西夏区第十七小学法治副校长田丽丽说。

自 2022年法治教育基地落地西夏区第十七小学后，
田丽丽等法治副校长多次指导学生对盗窃、故意伤害、身
体权等贴近身边的事例，进行“模拟审判”。“不管是去基
地还是来法院，我们都会尽量选择没有参加过的学生进
行模拟，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参与体验。”田丽丽说，“现
在十七小校园内的纠纷越来越少了，学生们的关系也越
来越融洽，学习积极性也更高了。”

“模拟法庭”里的身边案例
本报记者 张适清 文/图

石嘴山市第一小学学生在惠农区人民法院开展模拟
法庭。

“硬核”精品安全课
本报记者 马 忠 文/图

吴忠市红寺堡区公安分局红寺堡派出所社区民警贺志平
在红寺堡区第五中学教育集团四中校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站住，不许动！”2024年 12月 19日，在吴忠市红寺堡
区红寺堡中心小学，一名持械“歹徒”闯入校园欲行凶，嘴
里叫嚣着：“谁要是阻挡我就跟谁没完！”

面对突发情况，学校安保人员一边按下“一键报警
器”，一边拿着防爆器械上前阻拦。3分钟后，红寺堡区公
安分局红寺堡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采取盾叉结合方式，
对“歹徒”实施分离、包围、抓捕、快速带离等一系列处置。

这一幕，是红寺堡派出所联合学校开展的一堂“反恐
防暴应急处突”演练活动。

民警的快速处置，让现场学生连连惊叹，演练一结束
立刻围上前争先恐后地提问：“这是防暴器械吗？”“它们
都有什么作用啊？”

围绕警棍、防爆盾、防爆叉等常规装备的功能、使用
方法和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流程等方面，现场民警
一一进行了理论讲解和动作示范。

近年来，红寺堡区公安分局压实“谁执法、谁普法”职
责，由社区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开展校园
安全教育和安全演练活动，通过在“开学第一课”“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国际禁毒日”等重要节点开展普法，加强
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切实为广
大师生营造安全、安定、安心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校园，是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地方，是孩子们梦想
起航的地方。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
责，指导学校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落实日常监管举措，是保障学子们健康成长的重要保
障，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未来。”红寺堡派出所所长
王占新说。

“你知道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接到陌生电话你
会怎么做？”2024年 12月 23日，在红寺堡区职业中学操场
上，民警携带“反诈精品课程”，通过以案释法、情景模拟

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解析买卖游戏装备、红包返利、冒
充学校老师、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等涉未成年人常见多发
诈骗类型，让师生们直观感受网络诈骗的危害性和手段
多样性，掌握切实有用的防范技巧。

“寓教于乐，生动形象，这样的法治讲座让我们收获
满满。”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讲座切身学到
了很多实用的反诈防骗知识，今后也会做一名安全普法
宣传员，为身边的亲朋好友上好安全课。

据了解，自去年 9 月起，红寺堡区法治副校长们纷
纷“上线”，将防诈骗、防盗抢、防溺水、防欺凌以及交通、
禁毒、反邪等硬核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在孩子们心中
种下法治“种子”。2024年，共集中开展 61场次法治宣讲
活动、89场次反恐防暴演练活动，受教育师生达 4.9万余
人次，营造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校园安全氛围。

初冬的同心县，寒意袭人。
“同学们，靠路边走，不要打闹嬉戏，注意安全！”2024

年 12月 16日 7时 10分，同心县公安局豫海派出所副所长
何闻天早早携带单警装备到达辖区同心县第十小学值
守。此时，天刚蒙蒙亮，校园里学生的早读声、铃声与护
学岗民警的劝导声汇成一首交响曲。

兼职法治副校长，何闻天有自己的一套护学“教案”：
“默默坚守 护航平安”是“教案”的扉页，“教案”里面，写
满了护校安园、法治宣讲、反恐演练、安全检查……一笔
一画记得清晰用力。关于护学，他总结出一套“三力”工
作法：“眼力，善于发现细节问题，全面掌握学校治安情
况；脚力，到辖区各中小学，手把手教安保人员掌握安防
技能及器械使用方法；脑力，统筹好护校安园工作，指出

日常安全隐患，提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措施。”
“十小位于长征西街陡坡处，每逢雨雪天气，长距离

的上下坡都会带来安全隐患。幸好有护学岗民警疏导交
通，为学生们安全护航。”同心县第十小学校长杨龙说，

“‘何校长’对学生安全太用心了，对于护学有自己独到的
心得。”

“每天接送孩子时，看着校门口的警察疏导交通，护
送孩子过马路，做家长的我们很放心也很安心。”学生家
长马金贵说。

“虽然现在治安情况总体不错，但还是有看不到的
风险隐患，脚步勤一点做好安全检查，脑子活一点开展
法治宣讲，对学生们多一点关心关爱，把护校安园做得
实一点。”结束一天的护学岗工作后，何闻天对身边的年
轻民警说。

“警察叔叔，下次您什么时候再来？我每次都好期待
您的课程，我长大后也想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民警察。”当
天，何闻天和同事还走进同心县第一中学，为全体师生送
上一份“法治盛宴”，结束课程准备离开时，学生马笑说。

“只要你们喜欢，以后我常来。”何闻天笑着说。
“给全体师生开展法治讲座，十分有必要，我期待能

经常开展，民警们的法治课很及时。”同心县第一中学负
责人杨天国说。

除了经常到学校开办法治课，公安民警还会开展一
系列家庭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引导和督促监护人切实
担负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帮助家长“依法带娃”。

近年来，同心县公安局坚持在学校打造法治阵地，所
有民警兼任法治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小手拉大手”“反诈
小课堂”“反诈有奖知识问答”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
动，守护校园安全。去年，同心县公安局共开展校园法治
宣传教育975多场次、应急演练375场次。

何校长的“三力”工作法
本报记者 马 忠 文/图

同心县公安局豫海派出所副所长何闻天在同心县第
十小学门口执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检察院综合业务检察部主任马
蓉选择了担任法治副校长。作为一名基层检察官，如何
第一时间发现未成年人保护的堵点难点？

刚上任时，马蓉经常听到一些学校老师反映个别孩
子没人管，其中一位名叫跃跃（化名）的男孩的经历尤其
让人担心。跃跃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后失联，他只能依靠
年迈体弱的爷爷抚养。但其爷爷是残疾人，靠低保生活，
不仅监护能力有限，连基本的生活照料都成问题。跃跃
经常做一顿饭吃一两天，学习教育也没人管。从 9岁开
始，他就经常离家出走，有时还会跑到小卖部偷食物，有
一次甚至独自步行到甘肃省平凉市，后被当地警方发现
送回。

闻听此事，马蓉坐不住了，摸清情况后立即向红寺
堡区人民检察院作了汇报。院里高度重视，联合民政、
教育、妇联等部门，用两年时间逐乡、逐村摸底调查红

寺堡区所有未成年人监护情况，并对摸排出的 144 名
监护缺失未成年人逐户走访调查，收集书证、人证等相
关材料，制作笔录 290 份，将 80 余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纳入救助系统，每名儿童每月可领取保障金 1000 余
元；对于没有相关证据材料的儿童，则将他们纳入高档
低保，每名儿童每月可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得到
基本保障。

近年来，我区各级检察机关持续推进检察官担任法
治副校长等制度，在促进校园安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方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利用“三微一课”、线
上直播、主题班会等方式，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
教育工作，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走深走实。截至目前，
全区共有 425名检察官在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在
开学季、暑期、宪法宣传日等节点，聚焦校园欺凌、性侵
自护、预防犯罪等内容，开展了 1058场次普法宣传。同
时，深化法治副校长工作，注重与教育等部门和学校联
动，通过多元救助、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筑牢未成
年人的保护防线。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检察院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检察
官，在金凤区第十五小学讲授安全课时发现，该校校门
口虽然划有斑马线，但是斑马线两端均被绿化带阻隔，
学校门前道路不畅，师生上下学无法正常通行。随即，
金凤区人民检察院向相关部门制发出检察建议，后经与
相关部门沟通了解到，打开路口需要打通绿化带、迁移
植被，涉及诸多单位。金凤区人民检察院与教育等相关
部门取得联系，牵头各部门现场办公。

目前，该校校门前已开通斑马线两端各 4 米路口，
安全隐患消除。“师生出行安全得以保障，要特别感谢
检察官，以检察蓝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金凤区第
十五小学校长徐红梅介绍，因为此事，学校特地给检察
官赠送了一面写有“无私奉献尽职守 情系校园保平
安”的锦旗。

一份报告引发的救助
本报记者 杨 超 文/图

银川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叶元宏在银川市
第二十五中学开展法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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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7 日，教育部按照
有关工作要求，经商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同
意，制定了《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
任与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实施。由教育部门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制定聘任计划，建立法治副
校长人员库，并组织学校选聘，要求
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 1 名法治副
校长，并优先为偏远地区、农村地
区学校和城市薄弱学校配备法治副
校长。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
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市公安局、西安市
教育局、西安市司法局联合制定《西安
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进一步细化了法治副校长
应承担的开展法治教育、保护学生权
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参与学校安全
管理、实施教育矫治、指导依法治理等
具体职责，提出了每年开展不少于 4
课时法治教育活动，以及参与校园治
理、家校联系活动分别不少于 1次的
具体要求。

广东省江门市委政法委推动出
台《江门市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试行）》，助力法治副校
长由“单一普法”向“全面履职”转
变。其中，江门市江海区创新实行

“1+N”模式配备法治副校长，其中“1”
是指公安民警，“N”是指法官、检察
官、普法专员、律师，确保每所学校至
少配备 2名法治副校长，实行AB角互
补，有机结合、互为补充，让政法干警
和法律专业人士担任法治副校长不
缺位。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与解放军昆
明军事检察院就“军娃”保护工作会
签印发了《贵州省军地检察机关加强
驻黔部队军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司法
保护工作指导意见》。根据《意见》，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军人子女就读
相对较多的中小学、幼儿园派员担任
法治副校长，结合“六一”、开学季、寒
暑假等时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家
庭教育和法治教育活动，为“军娃”提
供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军娃”安全自
护和法律意识。

法治副校长：

在校园播撒“法治种子”
法治副校长，是指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推荐或者委派法官、检察官等，经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学校聘任，在学校兼任副校长职务，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理、预防犯罪、依法治理等工作的人员。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为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法治“种子”，近年来，我区司法行政机关大力推行

“法治进校园”，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讲座，设立护学岗、模拟法庭等，并及时获取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等线索，用法治
光芒点亮未来，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