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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学习法律知识这么有
趣！”7月4日，参加完梁溪区司法
局与梁溪区检察院联合举办的法
治夏令营首期活动，无锡市滨河
实验小学的 18 名学生兴奋不
已。沉浸式法律知识课堂、AI互
动体验、普法短剧、法治文创……
孩子们在快乐中汲取养分。

这个暑假，类似的丰富多彩
的法治教育活动正在全市遍地开
花，成为我市开展预防和减少青
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以下简称：预
减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背
后，是一支规模达数千人的“护未
队”在默默提供支持，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成才撑起一片晴空。

每年寒暑假，有的孩子放假疯玩、开学前疯狂
补作业，还有一些家长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想
趁假期“弯道超车”。青少年寒暑假应当怎样合理
安排？近日，由市委老干部局、市关工委主办的“悦
享假期，自在成长”专题电视访谈节目录制完毕，节
目邀请市少年宫党支部书记、主任李晓红，辅仁高中
副校长、市关工委德育报告团成员马彩红，江溪街道
基层党建工作指导站常务副站长、市关工委报告团
成员桑梅以及家长代表白玮4位嘉宾支招。

李晓红认为，假期种类繁多的社会实践活动
突出“玩中学”，通过活动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知
识和信息。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特长或者
需要提升的方面，为孩子选择科学体验、生态探
索、国防教育、生活习惯养成营等合适的项目。马
彩红提出，学校应指导学生科学制订假期计划，明
确假期作业的完成时间，还可以布置“弹性作
业”。桑梅建议关工委校外教育辅导站从职业体
验与劳动实践、社会调查与公共议题参与、户外拓
展与团队挑战、文化传承与乡土教育等多个方向
设计“社会小课堂”，让孩子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个
人与他人、与社区、与社会的关系，在实践中锤炼
品格和能力。家长白玮以自己和孩子在假期里一
同分析学习情况、设定“小目标”为例，给广大家长
提供了假期安排参考。 （锡关）

预防胜于补救。我市深谙此理，将预
减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前端，努力将问题化
解在萌芽状态。

江阴市“爱心副校长”试点工作走在全
省前列。该市把政法系统的老同志派驻到
学校担任“爱心副校长”，将预减工作的触
角延伸到青少年身边。目前该市96所学
校实现“爱心副校长”全覆盖。

“把工作做在前、做到位，效果事半功
倍。”江阴市检察院四级调研员、检察院关
工委副主任刘志平担任江阴市要塞实验小

学“爱心副校长”已逾一年，对此深有体
会。在一次排查中，他发现一名学生因家
庭问题情绪低落甚至流露出消极念头。刘
志平协调专业心理咨询师团队，分别对学
生、家长开展多次心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
导。“这个孩子现在开朗多了。”他倍感欣
慰。一年来，刘志平联合多方力量帮助多
个陷入心理困境的学生“脱困”，组织“平安

法治进校园”“检察院开放日”等活动，让学
生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爱心副校长’
这份工作以‘爱’为核心，立足‘前’置防线，
聚焦‘帮扶’，锚定‘治本’目标，一年来工作
成效有目共睹。”要塞实小相关负责人说。

在江阴，“爱心副校长”成为校园里的常
客。他们每周驻校，协调各方资源，聚合各
方力量，参与家长会、主题班会、校园文化活

动等，助力学校开展矛盾化解、心理辅导、治
安防范等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的关口前
移，提升了“护未”的“吹哨”能力。

“爱心副校长”只是全市庞大“护未队”
中的力量之一。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全
市有1865名法治教育报告员开展普法宣
讲2761场，覆盖青少年84万余人次。去
年，我市组织 4673 名“五老”结对帮扶
3870多名青少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
市未成年人“零犯罪”村（社区）占比连续5
年保持在98%以上。

关口前移：筑牢源头“防护墙”

近日，一个聚焦青少年法治保护与精准关爱
的新平台——无锡检察“曙光关爱工作站”在江苏
省无锡技师学院挂牌成立。与此同时，江苏省无
锡技师学院在市检察院挂牌成立“法治教育实践
基地”。

现场为“曙光关爱工作站”“法治教育实践基
地”揭牌，与会人员参观了“曙光关爱工作站”，实
地了解工作站的功能布局和工作规划。据悉，一
站一基地的揭牌，标志着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与江
苏省无锡技师学院深化检校合作，共同构筑青少
年健康成长法治屏障的创新实践。

市人社局负责人希望有效发挥检校协作优
势，推动法治教育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转
变，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法治扣子”。市检
察院负责人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对关爱工作站的
支持与指导，注重挖掘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为关工站和实践基地提供专业赋能。

市关工委负责人强调，“曙光关爱工作站”和
“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揭牌，正是市关工委积极协
调推动，市检察院和无锡技师学院勇于担当、锐力
创新的重要成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注入了强大
的法治正能量。市关工委将把“曙光”经验作为重
点品牌，总结、宣传和推广其先进理念、机制和成
效，推动更多关心下一代项目落地生根。 （锡关）

检校协作再加深

一站一基地揭牌

我市有一支数千人的“护未队”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寒暑假怎么过？
他们来支招

高手过招展风采，同台竞技促提升。7
月3日，2025年无锡市“能者为师”社区（老
年）教育教师技能大赛开赛。从全市各板块
遴选出的32名社区教育能手齐聚一堂，在社
区（老年）教育技能课程、通识课程以及项目
策划能力三大类别中展开角逐。脱颖而出的
优秀教师将走上省级“能者为师”大赛的舞
台。

◆多元课程，点亮社区学习之光

作为促进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打造优
质师资队伍、提升服务水平的重要渠道，“能
者为师”大赛已连续举办四届。本届大赛选
题丰富多元，涵盖老年智能技术、家庭教育、
非遗传承、健康养生等诸多领域，充分展现了
社区教育的广泛性与实用性。

人工智能是当下热点。无锡开放大学
计算机教师成以龙以《与AI对话》为参赛课
题，教老年人使用DeepSeek智能助手，用
科技赋能晚年。无锡市安镇实验小学教师
王宇洁聚焦生活应用，手把手教老年人用自
然语言创建“生活小助手”智能体，助力银发
族跨越数字鸿沟。“虽然是银发学员，但他们
同样对美有着追求。”无锡市老年大学服装
表演专业老师平静，以《史诗东方——无锡
市第十一届老年春晚大型服饰文化展示》为
参赛课题，精心编排表演，让老年人在追求
美的过程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与魅力。

“一根绳子，不仅能连接亲子，更能串联
起社区的温度。”宜兴市新街小学体育教师蒋

健带来的亲子车轮跳活力满满。这种创新教
学，让运动成为增进家庭感情、促进社区融合
的温馨载体。

无锡市老年大学教师张露霜的课巧妙融
合了英语口语与非遗剪纸。“我们希望通过英
语介绍本土非遗技艺，一方面提升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培养动手能力。”她引导学员在实践
中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教师+达人”，探索双轨育人模式

大赛参赛人员身份多元、年龄跨度大，既
有专业教师，也有扎根市井的手工艺人、深耕
生活的“银发达人”和热心公益的专业骨干。
他们以各自专长探索社区教育新路径，让社
区教育成为连接家庭与社会、传承文化与技
艺的纽带。

“在教学过程中，我会特别思考如何针对
不同年龄段和群体，激发他们的兴趣。”无锡
惠山泥人专业委员会主任徐根生在比赛现场
展示了唐代敦煌舞蹈造型泥塑。如今，他每
周都会走进社区课堂，系统性地教授泥塑技
艺，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无锡市关工委报告团成员蒋川海以延安
精神为核心，结合鲜活历史故事与深刻理论，
带来一堂激情澎湃的思政课。“现代社会为青
少年成长搭建了广阔舞台，希望孩子们传承
红色基因，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争做新时代的好青少年。”蒋川海说。

“能者为师”大赛既考验教师的教学功
底，也注重实践创新，为广大“能者”搭建了

“以赛促教、以赛赋能”的平台。无锡开放大
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田建军表示：“希望通过
比赛为一线教师提供交流提升的机会，促进
他们带来更接地气、贴近实际的社区教育指
导与教学。”

本次大赛是我市践行终身教育理念的鲜
活实践，也为教师深入了解不同年龄段居民
的学习需求、探索更适宜的教学方法搭建了
平台。“能者为师”打破了年龄、职业、身份的
边界，让每一个怀揣知识、身怀技艺、心存热
忱、肩负责任的人都能站上讲台，成为点亮他
人学习之路的“引路人”。田建军期待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全面提升社区教师队伍的整体
能力和水平，推动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

（刘佳锋）

7月5日，江苏省无锡崇宁路实验小学与无锡
市国专历史研究会联合打造的“行走梁溪，探寻文
脉”系列研学活动的“惠山古镇线”正式启动，这是
该系列研学活动的发布的第3条线路。

在范文正公祠，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副会
长武频圆为学生详细介绍了范仲淹“以天下为己
任”的家国情怀。随后，学生们前往倪云林先生祠
参观。在参观过程中，学生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认
真欣赏了倪瓒的多幅代表作品，感受作品中蕴含
的艺术魅力和深厚文化底蕴。在高忠宪公祠，学
生们聆听了一场家风讲座。高忠宪公祠是为纪念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高攀龙而建，他一生倡导

“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并发起成立了无锡最早
的民间慈善组织——同善会。

“我很喜欢这次研学活动。这里有许多古老
的祠堂，每座祠堂都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先辈们
的智慧与精神，让我们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学生
王蕴诗说。崇宁路实验小学副校长陈伟佳表示：“祠
堂不仅是历史建筑，更是承载着深厚精神内涵的文
化载体。此次‘惠山古镇线’精心挑选了3位历史名
人，希望通过实地行走并完成研学手册上任务的方
式，让学生们在触摸文脉的过程中，深刻感受文化
的魅力，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 （谭艺琳）

聆听先辈故事
汲取前进力量我市连续举办四届“能者为师”社区教育技能大赛

社区教育能手亮出“十八般武艺”

于不久前成立的“阳羡爱心港·筑梦驿
站”，首次开设的职业技能体验活动中，帮
教对象小亮（化名）第一次亲手研磨、萃取
咖啡，做出了漂亮的拉花。品尝自己制作
的咖啡，他笑得灿烂。当天，帮教对象们在
老师和学生助教的指导下，体验了3D游戏
动画制作、咖啡饮品制作等热门职业技能
项目，对未来职业规划有了更多的憧憬。

这是宜兴市政法系统关工委整合“政
法+机关+学校+家庭+社区+企业”六方资
源，构建“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打造“预减”
大格局的生动实践。该市政法各单位还联
合团市委、民政、教育、财政等20余家单位
成立了宜兴市青少年权益保护协会，以政

府专项资金作为保障，聘用专业社工，全力
维护青少年权益。该市检察院联合团市
委、教育局、属地政府、社会组织等，在相关
乡镇学校设立“阳羡爱心港·青苗护航站”，
在爱心企业设立“阳羡爱心港·明珠驿站”，
构建预防和精准帮扶网。

“我们多部门协同创新帮教形式，”宜
兴市检察院关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例如
研发‘阳羡爱心港之青心向阳’帮教手机程
序，集普法教育、心理测评、心理咨询、社工
互动等于一体，结合线下法治课堂、心理团

辅等，实现立体化帮教。我们还发布家长
督促令、邀请学生摄制法治短视频等，让教
育更入心、更有效。”

面对新形势、新需求，我市“护未队”不
断探索新方法、运用新载体，创新火花在全
市各地闪耀，为预减工作注入新活力。锡
山区创新建设全国唯一“未成年人保护区
块链管理平台”；无锡经开区依托“警校联
动”，东 派出所关爱工作站与学校、社区
联动对相关学生实施介入式关爱；市公安
局关工委参与打造站前商贸街“未成年人

综合保护工作站”，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由事后处置向事前干预转变；市司法局关
工委推动市律师协会成立未成年人保护业
务委员会和老律师工作委员会，强化未成
年人法律宣传、援助服务；市检察院新成立
12家观护基地，助力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
归社会；市法院联合市人社局在6家技工
院校“云端”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守护
民族希望的“未来工程”，更是践行初心使
命的“民心工程”。“我们将履行法定职责，
进一步扎实推进青少年预减工作，为下一
代健康成长、茁壮成才贡献力量。”市关工
委相关负责人说。 （陈春贤）

创新赋能：拓展“护未”新路径

夅

我市的“护未队”深知，精准帮扶才能
获得最佳效果。他们聚焦重点人群，用精
准的关爱和帮扶，赋予困境未成年人无穷
的力量和勇气，帮助他们走出泥淖。

梁溪区五河一社区的女孩小丽（化名）
对此深有感触。当母亲被收监，她一度面
临监护缺失的困境。社区关工委有许多热
心的爷爷奶奶迅速行动起来，自发组建了

“爱心帮帮团”。顾霞琴、颜庭辉、徐月琴、
沈家驹等热心“五老”充当小姑娘的“临时
家人”，接送她上下学，在她崩溃时给予安
慰，耐心为她辅导作业。北大街街道关工

委及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积极协调，将位
于五河新村的慧河护理院确定为孩子的临
时监护场所，同时建立“社区+护理院+学
校”三方联动机制，拉起一张全方位的守护
网。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临时过渡的一
个多月里，小丽被照顾得挺好。

梁溪区关工委以“面上统筹推进、重点
精准发力”为思路，一方面立足全区，组织
基层“五老”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结对帮

教活动，构建起广泛覆盖的帮教网络；另一
方面，聚焦站前商贸街等重点区域，通过建
立实体化阵地深化专项治理，双轨并行开
展青少年关爱工作。

一个都不落，是“护未队”的坚定承
诺。采访获悉，我市各级关工委正在加强
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精准掌握重点群体
状况，为后续精准帮扶提供坚实的支撑。
同时通过实施分层分类帮扶，技能培训、定

期谈心、跟踪回访等方式，给予“缺管少爱”
的青少年物质和精神双重支持，引导他们
明辨是非、摆脱困境。新吴区通过“关工+
社工+义工”服务模式，实施“发现—评估—
干预—跟踪”全流程管理，组成“银发先锋+
专业人士+青春力量”帮扶团队，为相关青
少年提供个性化帮教方案；滨湖区联合民
政、妇联等部门建立家庭风险预警机制；惠
山区联合社区网格员对重点青少年群体实
施“一人一档”动态监测……得益于多部门
的及时介入，玉祁街道一名少年重新步入
正轨。

精准滴灌：织密帮扶“关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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