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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彭星，是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的一名法官。当

法官 14 年来，我主要从事综合案件审判工作，办理

了4000 多件刑事及民事案件。其中 500 多件案件涉

及未成年人，其中不乏少年刑事案件。

少年为何犯罪？我曾试图从承办的第一起刑事案

件中寻找答案。”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因一起少年案，开启守护之路
2019 年，我承办了一件寻衅滋事罪案件。案发当晚，

五名年龄最小不到 14 岁、最大不过 17岁的未成年人相约

喝酒，在酒精催化下，产生了犯罪的邪念。他们看人不顺眼，

就持刀追砍他人，砍伤一人背部和大拇指；之后看到有路人

抽烟，随即索要香烟，被拒绝后，就殴打并砍伤该被害人，

致其左手肘部和左脸颊被砍伤。他们的行为致一名被害人

缝了11针，另一名被害人轻伤一级。最后，这 5 名未成年人，

3 名已满 16 岁的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2 名未满 16 周岁

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给予行政处罚。

庭审现场，我仔细观察了孩子们的状态，有人惊恐，

也有人冷漠。我也在思考，这么小要入刑了，真的不在意吗？

等我宣判结果，法槌声响，那个神情冷漠的孩子号啕大哭：

“我不坐牢，我要回家！”

坐在庭审现场的家长也是痛哭流涕。显然，家长们的

教育存在缺失，这些孩子当时太缺少基本的法律常识！完

全不知道一时冲动带来的后果有多严重！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关注更多的涉未成年人案件。本

以为这类刑事案件不会太多，可一头扎进去研究才发现数

量不少，仅天心区法院一年就有 30 多件。

办理案件越来越多，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些家

长不理解：未成年人犯案能有多严重？为什么要判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最高检报告显

示：近年来，未成年犯罪呈上升趋势，2018 年至 2021 年，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 24.9 万人，年均上升

8.3%。犯罪居前六位的分别是，盗窃、聚众斗殴、寻衅滋

事、抢劫、强奸和故意伤害，六类犯罪人数占受理总数的

76.5%。

我们要重视的是，有些少年的犯罪行为严重恶劣程度

丝毫不亚于成年人犯罪。

 

全国首创将儿童能动自治

引入少年民事审判
孩子们的未来应该是星辰大海、诗和远方，一失足成

千古恨的代价过于沉重。在他们懵懂地探知世界时，需要

有人以精准普法来指引方向，将犯罪防患于未然。为此，我

和其他 146 名政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成为了长沙市天心区多

所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开始了一段“守护少年之路”。

2021年 3月，天心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挂牌成立。我

主动报名对接全院少年法庭工作。而在这里，我又看到了

另一个需要守护的少年群体。

还记得那个叫林林的10 岁男孩，他的妈妈以孩子的名

义起诉了爸爸，追讨抚养费。开庭前晚，我联系林林到庭，

他却说，对妈妈起诉爸爸的事毫不知情。第二天，作为原

告的林林和作为法定代理人的妈妈产生了巨大分歧，分别

提出了不同的诉讼请求。

2010 年，入职长沙市天心区人

民法院，成为一名人民法官；

2015 年， 所承办案件入 选 为

“2015 年度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2019 年，接触涉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

2021 年，对接天心区人民法院

综合审判庭（少年法庭）工作；

2021 年，在审理案件中创新引入

“儿童能动自治”，获评 2021 年全国

法院系统优秀案例；

2022 年，发出全国首份《家庭

教育指导令》，该案被评为“新时代

推动法治进程 2022 年度十大案件”

且排名第一；并作为参考案例入选

人民法院案例库。被评为全国“人民

法院少年法庭先进个人”；

2023 年，参与研究湖南省妇女

儿童发 展 规 划（2021-2025 年度）

重难点课题《罪错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行为教育矫治问题研究》结项。

法治人生

听谁的？我陷入了沉思。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

与法律法规后，我认为从法律的本义出发，儿童是权

利的主体。因此，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要尊重儿童自身，

充分考虑儿童与其民事行为能力相匹配的决定或选择。

经请示湖南省高院，我决定在该案中引入儿童能动自

治，使作为权利主体的孩子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法庭也尽可能尊重孩子的意愿，让孩子在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为自己做主！

庭审后，林林如愿按照他想要的方式拿到了抚养

费，我们打造了全国首例将儿童能动自治引入少年民事

审判的案件，该案获评 2021年全国法院系统优秀案例。

此后，儿童能动自治原则被广泛应用于少年民事案件

中，尤其在抚养权纠纷案件中，孩子有了更多话语权。

 

发出全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此后，我在审理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中，都会注

意倾听孩子的心声。而正因此，我们天心区法院发出了

全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2021年 12月，我承办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8 岁的女孩小云成为父母争夺的焦点。父母离婚后，协

议小云由妈妈抚养，但她从 7岁半开始就以送全托、

请保姆的方式单独居住，小云父亲因此想要回抚养权。

我想听听孩子的心声，便与小云进行了谈话。我问

她愿意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孩子很警惕，沉默了很久

后小声回答：我不想一个人住，我要妈妈。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想尽力帮帮她。为了全面

了解小云的情况，我走访了学校和托管机构，得知孩

子单独居住后，成绩下滑厉害，性格也孤僻许多。

要怎么帮助这个孩子？我翻看了国内外诸多案例、

资料，把重点放在了家庭教育指导上。当时，《家庭教

育促进法》刚表决通过，规定“可责令父母或监护人

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2022 年 1月，在领导的支持和上级法院的指导下，

经最高法同意，我在作出将孩子由母亲抚养判决的同

时，向小云妈妈发出了全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要求孩子妈妈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家庭教育主体

责任，有效期一年。若违反该令，法院将视情节轻重，

予以训诫、罚款。在法律和舆论的双重监督下，小云

的妈妈及时醒悟。几个月后，我们对小云进行回访，发

现她性格开朗了，学习成绩进步了，生活步入了正轨。

一纸令状，开启了依法带娃新时代，这一案件也

因此获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2 年度十大案件”，

被最高法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成为了该类案件的

参考案例。此后，多地人民法院陆续跟进，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各级法院共发出10308 份家庭教育指导令。

在少年法庭的两年时间，我见过许多家庭的悲欢

离合，也见证了许多家长的幡然悔悟。这些年，我用

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守护更多人的孩子，希望能更好地

帮助每一个案件中的孩子，尽可能地让他们不因一时贪

念误入歧途，不因受到伤害失去勇气与方向。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为少年撑

起法治之伞，给下一代营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

环境，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更是我们法官的使命职责。

以爱之名、以法为力！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守初心、坚

持创新，就能将信仰汇集成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法

伴成长，守护花开！

追一束法治之光！她以一纸令状守护“少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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