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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重点青少年观护监管难
上海浦东探索智能化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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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不可能 24小时跟
着孩子，我们社工有时候也会感

到无力，孩子只是定时来参加一

下活动，对他到底有没有改正，

我们心里也没数。”上海中致社

区服务社总干事张平长期从事

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据她介

绍，2022年引入的“重点青少年
管理服务平台”为社工工作带来

极大帮助。

该平台由团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与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合作推

进，通过智能化发现途径，打通来

自公安、卫健委、电信等方面的数

据，对涉法涉案青少年在网吧、酒

店、娱乐场所等特殊场域，以及发

生外伤、重特大疾病等特殊就医

时进行系统预警，努力从源头预

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数据显示，2022年浦东共有
重点青少年 1.7万余人，其中部
分人员完成预警观护签约，400
余人次完成常规特殊就医预警，

3000 余人次封存特殊敏感就医
信息，派发特殊敏感就医信息 16
人次。

“观护难、监管难”亟须破题

一个冬天的夜里，上海某职

业技术学校旁的小树林里，18名
年轻的学生聚众斗殴，导致四五

名学生受伤，后经鉴定为“轻

伤”，18人被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其中“约架”的 4 名主要人员涉
嫌寻衅滋事被检察院依法起诉。

在取保候审阶段或附条件

不起诉阶段，如何对这样的孩子

进行有效监管？这一直是检察机

关工作的难点。特别是在附条件

不起诉阶段，这些重点青少年通

常会被移交给居住地社工，由青

少年事务社工负责对其进行管

理、服务。而社工通常的做法是，

根据观护要求，定期让这些青少

年参加各类社区教育、志愿服务

活动，但无法对涉法、涉案青少

年进入的敏感场域和就医状况

进行及时了解和关心。

记者注意到，这样的“难点”

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存在。

2020年 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

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

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

见》提到，要推动建立未成年人

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

成年人与黑恶势力的联系，防止

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诱导利用。

2022年，在多方努力下，“浦
东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诞

生。前述 4名对象及其法定代表
人签署了接受平台监管的相关

协议，在取保候审期间接受平台

监管。

他们在社工、家长、电信公

司专人的陪同下办理一个新手

机号，并承诺随时携带该手机在

身边。预警机制可以及时发现涉

案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直观展现

其出入敏感场域和特殊场所的

次数，为社工及时介入服务提供

有效数据参考。

一旦该号码长期处在某处

不动，或者在特定时间出入特定

场所，社工就会收到“人机分离”

或者“场所预警”警报。

在半夜响起的“警报声”

浦东川沙新镇的青少年社

工陶红，暑假期间一直在关注其

预警签约服务对象肖明（化名）

的情况。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肖

明触发了 4 次预警，都是在晚
上，最晚一次是在夜里两点。

肖明此前因围堵一名学生并

对其实施殴打、敲诈对方 800元，
被检察机关以寻衅滋事罪立案，

检察机关后来做出了附条件不起

诉，实施社会观护考察的决定。

“这是一个明显的家庭监管

缺失的案例。”陶红告诉记者，肖

明出生后母亲就离开了他，父亲

重组家庭，他从小与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近年来，由于爷爷得了

癌症，奶奶长期在医院陪护，肖

明几乎一个人生活。

陶红说，以往遇到肖明这样

的观护帮教对象，社工没有有效

手段对其进行监管，“只能让他

参加社区劳动、求职教育等活

动，定期谈心，至于他到底有没

有重新与不良社会人员接触，我

们无从判定”。

如今，有了预警机制，陶红

虽然辛苦，但总能实时掌握肖明

的真实情况。最近一次，警报声

在夜里 12点左右响了。警报显
示，肖明在一家宾馆内停留超过

了 30分钟。陶红第一时间给他
打去了视频电话，要求见到肖明

本人及其周围环境。

“他说被几个朋友约了出来

一起玩。我让他立刻回家，并要

求他父亲给他叫车。”陶红介绍，

触发预警的场所是每个街道、乡

镇的社工前期统一排摸好的点

位，这些点位经社工和街道主管

工作人员确认为对未成年人危

险性较大。主要包括一些不严格

落实身份证登记办理入住的小

宾馆、KTV、酒吧、网吧等场所。
预警触发后，给对象拨打视

频电话，也是必须的。“一开始，他

们会不接电话，我们就会立刻打

车到预警发生地现场将其带回，

并做一次违规记录，向检察官进

行反馈。”陶红说，有过一次

“违规记录”后，每次视频电

话就都能接通了。

医疗预警第一时间帮
扶青少年

记者注意到，“预警”

除包含场所预警外，也有

特殊就医预警、敏感就医

预警等，这些医疗预警一

旦触发，青少年事务社工

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重

点青少年提供帮助。

中致服务社干事助理

兼团总支委员张妮说，相

比触发场所预警，触发医

疗类预警的人群占比要大

得多，“有的人骨折就医，可能是

在家摔伤了，也可能是与人发生

冲突了；有的人轻微外伤，可能

是自己不小心弄伤了，也可能是

被社会不良人员欺负了。我们社

工都会上门查看实际情况”。

还有一类敏感就医，社工不

会直接收到预警。预警先到达中

致社总部，由总部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判断后，再派发给一线社

工，进行查访核实。

据悉，“浦东新区重点青少

年管理服务平台”不仅与公安、

电信数据互通，还与浦东地区的

所有医院数据互联，观护对象一

旦出现外伤、重特大疾病等特殊

就医情况，系统就会进行预警，

一方面从源头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为重

点青少年提供帮助。

这一平台实现了“监测—统

计—服务”闭环服务机制，所有

预警及社工服务，全都在平台上

做记录。监管期最长一年，最短

一个月。是否选择监管由监护人

自行决定，监管期间，给孩子配

有专门手机。

（据《中国青年报》）

■ 本报记者 皮磊

为推动城乡社区慈善服务

活动开展，推进慈善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日前，重庆市民政局

印发《关于推动城乡社区开展

慈善服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要求，立足城乡社区

参与“善满山城”行动，以弘扬慈

善文化为基础，以城乡社区居民

需求为导向，以创新推动社区与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

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为

抓手，以慈善基金、慈善服务场

景为平台，推动城乡社区开展慈

善服务活动，逐步建成覆盖城乡

社区的慈善发展体系，推动村

（居）民就近就便参与慈善活动，

实现慈善惠民生、暖民心，助力

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和村（居）民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参

与感、认同感。

《通知》强调，到 2023 年年
底，初步构建城乡社区慈善服务

活动支撑体系，全部城市社区和

50%的农村社区备案一个以上公
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培养大

批社区慈善服务人才；中心城区

30%以上的街道设有社区慈善基
金和打造社区慈善服务场景，其

他区县 20%以上的街道设有社
区慈善基金和打造社区慈善服

务场景，农村地区探索推进社区

慈善基金设立；城市社区和乡镇

均有慈善文化宣传展示，均有慈

善活动开展。

到 2025年年底，中心城区街
道实现社区慈善基金和慈善服

务场景全覆盖，其他区县街道实

现 50%的覆盖率。农村地区根据
实际情况积极推进社区慈善基

金设立和打造社区慈善服务场

景，实现城乡社区慈善服务活动

全覆盖，基层慈善氛围更加浓

厚，实现处处有善、时时可善、人

人慈善、共享慈善。

《通知》明确了推动城乡社

区慈善服务活动的具体任务。

一是着力培育城乡社区慈

善服务活动主体。充分发挥社

区基础性作用，培育发展公益

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发

挥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作用，大

力发展城乡社区志愿服务队

伍，充分发挥“五社”凝聚合力

作用。

二是积极建立城乡社区慈

善服务活动支持平台。推行城乡

社区慈善基金建立，推动城乡社

区慈善服务场景打造。支持乡镇

（街道）、村（社区）依托慈善组

织、尤其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

慈善组织建立社区慈善基金。通

过依法策划实施公开募捐慈善

项目，动员辖区企事业单位、爱

心居民自愿向城乡社区慈善基

金捐赠等方式，实现慈善基金的

可持续性发展。

三是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慈

善服务活动。立足城乡社区实施

慈善项目，鼓励发展城乡社区志

愿服务，创新开展城乡社区慈善

活动。其中提到，引导鼓励社会

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发动村（居）

民参与有关助力乡村振兴的慈

善捐赠，积极打造乡村振兴示范

慈善项目，培育美丽乡村新业

态。服务基层治理，围绕城乡社

区服务需求和社区发展问题，策

划实施促进科技、教育、卫生、文

化、体育事业等方面的便民利民

慈善项目，拓宽慈善参与基层治

理途径。

四是大力培育城乡社区慈

善文化。《通知》提到，要加强慈

善宣传，加大本地慈善典型塑

造。培育村（居）民慈善理念，激

励慈善行为，提升村（居）民对村

（社区）的认同感、归宿感和自豪

感，厚植慈善文化底蕴。

让基层慈善氛围更加浓厚

重庆着力推动城乡社区开展慈善服务活动

一名需要被关注的重点青少年，或因打架斗殴或

因偷盗等问题被取保候审、附条件不起诉，在

取保候审或社会观护阶段，如何防止其再出现问题？要

检察官或者基层社工天天跟着他吗？在观护阶段，究竟

如何对其表现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

2022 年 2 月，“浦东新区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