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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发现侵害未
成年人的线索该怎么办？”

“报案后如何留存有效证
据？”……前不久，在辖区内
某中学的法治宣讲课堂上，
学生和老师们纷纷向杨帅
提出了很多问题，杨帅一一
解答并对强制报告制度、
《家庭教育指导令》作出了
深入的解读。除了辖区内
的学校，杨帅认为普法教育
还要深入乡村，更多地倾向
于薄弱的基层地区。

六年的未检工作经验，
也让杨帅明白，“未检工作

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进来”，发挥好民政、行政、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实现对
未成年人的综合保护，才能
从源头上减少案件的数
量。2024年初，杨帅将视线
转向“数字未检”，她与该院
数字检察团队提出“锡山区
未成年人保护区块链管理
平台”的建设项目。依托该
平台，全区公安、法院、民政、
妇联、医院、共青团等与未成
年人保护相关的单位部门，
都可在“云端互联”，各司其
职、互相配合，实现辖区内

未成年人保护的迭代升级。
2024年 10月，杨帅与

团队负责起草了《关于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区块链管理
平台的实施办法》。今年1
月，13家单位均已签约，未
成年人保护“云端互联”由此
有了制度保障。“做未检工作
时间越久，感到肩上的担子
就越重，办一个案子就是在
经历一个孩子鲜活的人生，
我自己也是母亲，希望能像
一盏路灯，照亮他们前行的
路。”展望未来，杨帅的话中
充满希冀。（晚报记者 王佳）

从成都大熊猫基地用
“果赖”召唤“花花”的谭爷
爷，到北京动物园用“发箍识
别术”走红的奶爸，再到天天
与“奇三妹”斗智斗勇的外公
……近来，一群用爱守护国
宝的饲养员频频破圈。而在
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无锡动物园00后“奶妈”张
瑜玥正以另类方式出圈——
这位刚毕业的姑娘左手电子
秤分析“青团”，右手砍刀劈
竹竿，她正在用行动诠释什
么叫“为国宝当妈”。

一大早，张瑜玥已化身
“熊猫馆清道夫”：将剩余的
竹子、竹竿分类打包完成垃
圾分类，接着用水枪冲洗地
面并仔细拖干。随后，她左
手握着粪铲，右手拿着电子
秤，将满地“青团”（熊猫粪
便）集中摆放进桶里后开启

“侦探模式”。“每天都要详细
记录粪便的重量、形状、颜色
等细节，根据这些状况及时
调整辅食配比。”她边记录边
向记者介绍，语气像极了分
析孩子辅食的资深母亲。

处理完这项特殊“工
作”，张瑜玥又迅速变身“中
华小当家”。面粉、玉米粉、
钙粉在她手中巧妙调配，揉
出的窝窝头比考研笔记还讲
究配方。“虽然竹子是大熊猫
的主食，但为了补充植物性
蛋白，窝窝头也是它们食谱
里的‘常客’，每天都要根据
每只熊猫的个体情况定量供
应。”最耗费体力的环节当数

“劈竹竿大战”。几十斤的竹

竿在她的砍刀下，被劈成便
于大熊猫啃食、消化的形
状。处理完鲜嫩竹竿后，她
还会将其与新鲜竹叶、各类
辅食一起，藏在运动场的各
个角落，最大程度模拟野外

“觅食”场景。
去年此时，张瑜玥还在

担任黑猩猩“糖豆”的“奶
妈”。她本身没有任何带娃
经验，但她从小就热爱小动
物，这项工作对她很有挑战
性。“半夜起来给糖豆喂奶，
经常会被糖豆尿到衣服上。”
这段“猩生初体验”不仅让她
登上央视，也让她成了动物
园的“带娃顶流”。转岗到熊
猫组后，挑战进一步升级。
为了学艺，她专程飞赴重庆
动物园“进修”。

为了让大熊猫的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张瑜玥和团队
绞尽脑汁设计各种“小心
机”：给竹筒打洞藏食物、制
作“竹笋蛋糕”、打造大熊猫
的专属玩具……“它们应该
保有野性和好奇心，就像每
个孩子该有的样子。”张瑜玥
表示，这些“丰容”活动能最
大程度减少圈养带来的焦
虑，让大熊猫保持自然天性。

张瑜玥坦言，这是一份
辛苦却幸福感极高的工作，
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乐趣都来
自大熊猫。她们用竹子、窝
窝头和永不缺席的关怀，告
诉世界：母亲节不只属于人
类母亲，更属于所有用生命
守护生命的“另类妈妈”。

（璎珞/文、摄）

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妈妈妈妈””：：
用法律保护用法律保护““少年的你少年的你””

00后大熊猫“奶妈”的
别样母亲节

青少年如同花朵一般，离不开法治阳光的温暖
照耀。如今，越来越多的法治副校长“妈妈”活跃在
校园里，助力学校开展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维护学生权益等工作。她们看上去理性干练、走
路带风，但她们走进法庭、走到校园、走向每一个案
后孩子的人生，却是步步生花，以母亲般的温暖和坚
定，用司法守护少年的健康成长。

“周法官，我们班上有
个女孩急需您的帮助。”几
年前，新吴法院法官周倩
倩接到了某小学班主任张
老师（化名）的求助电话，
听上去对方的语气很是着
急。她清晰地记得这是一
起涉及未成年少女被性侵
的案件，“要不要去现场了
解情况”成为周倩倩和她的
涉少案件审判团队纠结的
问题。

“如果突然去学校造
访，可能又一次给孩子带来
伤害。”周倩倩经过深思熟
虑后，决定先咨询小女孩的
想法。在得到当事人不想
直接见面的要求下，周倩倩
决定线上和老师、校领导进

行沟通，为小女孩尽可能地
提供更多的帮助。“有时候
退后一步也是为了保护孩
子。”在周倩倩看来，在遇到
一些敏感的少年时，用柔
和、弱化的方式去处理更恰
当。

一切为了孩子，这是周
倩倩20多年间在办理未成
年人案件时始终坚持的原
则。该案的小女孩的家人
对她的关心很少，在面对伤
害时竟无人发现，亲情和教
育的缺失，是孩子内心最深
的伤痛。身为母亲的周倩
倩心中生出怜惜和担忧之
情，很快她就从孩子妈妈入
手，邀请了专业的家庭教育
指导师，耐心和孩子的母亲

进行多次沟通，通过温情感
化和心理疏导，修复了“受
伤”的亲子关系。

“办理一起侵害未成年
案件，可能几个月就能结
束，被告人被法院判了，但
这远远还不够。”周倩倩说，
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后，如何
帮未成年人摆脱阴影回归
正常生活，也是法治副校长
应该关心的。在一件件未
成年人案件结束后，周倩倩
和她的团队还会抽出时间，
联系街道、民政等多个部
门，一起为被害人提供更多
帮助。

2022年，16岁的小亮
（化名）随父母来无锡打工，
辍学的他在社会上结识了
一些不良“朋友”，在“朋友”
的撺掇下，小亮参与了一起
抢劫案，最终被判处刑罚。
周倩倩第一次在开庭前见
到他，小亮眼神中透着迷茫
而绝望的光。

周倩倩看到小亮就想
到了自己的孩子，她决定要

帮助他走出困境，重新找回
勇气和担当。案件宣判后，
周倩倩告诉小亮：“现在你
处在人生低谷期，但是一定
不能放弃自己，长好翅膀，
风来了就会起飞。”周倩倩
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小亮。
服刑期间，周倩倩对他甚是
关心，多次联系小亮的父
母，让他们不断鼓励小亮。
出狱后，小亮还和父母一起

来法院参加了普法教育活
动。如今，小亮眼神中更多
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和坚定，
他也对周倩倩也敞开心扉：

“周法官，我想找个好工作，
绝不会重蹈覆辙。”

“除了办案，更重要的
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
挽救，才能帮助孩子们重新
回归家庭、融入社会。”周倩
倩说。

“大声对校园欺凌说
不”“青春期的小秘密应当
正常守护”“不要随意约会
网友哦”……今年 2 月 10
日，在锡山区检察院图书馆
里，法制副校长杨帅正在给
一群特殊的孩子们上法治
课。面对轻度自闭症儿童，
杨帅与该院“时雨”未检工

作室的小伙伴们，首次尝试
带领孩子们闯关法律游戏，
简单明快的法律问题，吸引
了他们的注意。

如何创新做法，做好孩
子们的“良师益友”，一直是
杨帅思考的问题。“要想办
法让法治课堂‘活’起来。”
作为“法治引路人”，杨帅还

带领团队，与社会公益组织
一起编撰并出版发行《守护
少年的你》漫画式法治教育
读本，吸引了更多未成年人
的目光。目前，“时雨”未检
工作室通过电视直播、送法
进校园等活动，开展涉未成
年人法治宣传教育，受众达
28万余人次。

“退后一步也是在保护孩子”

“最重要的是教育感化和挽救”

“让法治课堂‘活’起来”

“用数字未检让更多力量参与进来”

周倩倩在学校里讲授普法课程周倩倩在学校里讲授普法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