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在省法院的指导下，

不少地市级法院先后成立了家

庭教育指导中心，比如怀化洪

江法院的“向阳花”、长沙芙蓉

区法院的“芙蓉朵朵”、长沙岳

麓区法院的“守望幸福”等等，“这

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过程”。“我的工作主要分为四

个方面。”吕晶说，除了开展

专项调研，解决全省法院在

少年审判过程中普遍存在的

疑惑时，还需要起草规范性文

件，当最高法出台了有关未成

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的文

件时，湖南省法院要根据实际

情况，起草一个具体的实施方

案，推动落实上级

法院的指示；她还

要编写典型案例，

为中级人民法院和

基层人民法院在审

判类似案件时，提

供适用裁判规则；

同时，她还要参与

部门联动，和民政、

妇联一起，守护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今年 5 月，

我们在法院系统开展了‘爱心妈

妈’行动，现在已经募集了319

位志愿者，与涉诉家庭的孩子

结对帮扶了49 对”。

近年来，吕晶先后撰写十

余篇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家

庭教育指导令、高价彩礼、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等调研报告。

2024 年上半年，她又参与编写

了湖南法院妇女儿童权益司法

保护十大典型案例，起草了《关

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及犯

罪防治工作的实施方案》，为湖

南省少年审判工作制度的完善

贡献了一份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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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深耕少年审判：以法之名，照耀未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湖南 3 人获最高人民法院“突出个人”荣誉

 当案件主角是一名未成年人，应当怎样审判才算真正的公平、合理？我们又该如何帮助他们重返家庭、重返校园、回归社会？在法院里，有一个
有些特殊的法庭，叫少年法庭。在这里，每一次法槌的起落都是在挽回迷途少年，让他们重获新生。

今年是少年法庭成立 40 周年，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 50 个集体、90 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湖南法院系统有 3 名工作人员被评为人民法院少年审
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这 3 名工作人员全是女性。

和胡慧茜不同，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

法院刑一庭的唐玉露是一名刑事案件的法

官，从 2020 年参与少年审判工作以来，她

负责的都是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在这些涉未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大

多以受害人的角色出现。”唐玉露对审结的

第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印象深刻。这个

受害者来自外地，她的老师发现她受到了

侵犯后，通过强制报告制度，向派出所报警。

随后，案件被移交到检察院，进入了审判

程序。

唐玉露清楚地记得，当她第一次见到受

害人时，这名正在上学的女孩和自己想象中

的受害者完全不一样——她成绩非常优秀，

课余时间还会参与各种志愿行动，周围的人

对她评价非常正面、阳光。面对唐玉露的问

询，这名女孩子一直掩面哭泣，讲述自己遭

受侵害后的不知所措、害怕和担忧。

最终，施暴者被判处了十余年的刑罚，

女孩在学校、妇联和社会的帮助下，重新

回归到了平静的生活之中。

但唐玉露的心情无法平静，她发现，

很多遭受侵犯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性侵”，

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让唐玉露深刻

感受到，自己应该做一些事情。

于是，唐玉露整理了自己承办过和了解

到的侵犯未成年人案件，通过真实案例创

作了一堂法治课《我们的身体不容侵害》。

“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对法官来说，是一个非

常大的考验。”胡慧茜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2021年，

衡南县人民法院在三塘法庭挂牌成立了少年法庭，成为

全省首批挂牌成立少年法庭的法院之一。为实现未成年

人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衡南县

人民法院组建专业团队，就这样，她成为少年法庭的一

名法官。

“在基层，我们遇到的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以民事纠纷

为主。”胡慧茜说，这些民事纠纷主要是离婚诉讼中未

成年人的抚养权纠纷以及离婚后关于抚养费、看护权的

争议。在诉讼过程中，胡慧茜会格外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环境，“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婚姻家事案件中，夫妻矛盾、

亲子矛盾在法庭上完全暴露出来，让孩子无所适从”。

每审结完一个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子，胡慧茜就会思

考：“法庭能做什么，才能帮助这些家庭减少矛盾？”

一次，胡慧茜在法庭大厅遇到了一对 13 岁左右的姐

弟。看着在大厅中徘徊的两个孩子，胡慧茜赶紧上前了

解情况。

原来，这对姐弟不满13 岁，父母早在多年前就已经

离异，他们被判给父亲生活，但父亲外出务工，常年不

回家，且没有给孩子们提供抚养费，两个孩子由爷爷奶

奶抚养长大。几年前，爷爷去世了，孩子们和奶奶生活

更加艰难。于是，他们便到法庭来，希望起诉自己的父亲，

要求他支付抚养费，“从两个孩子的言语中，可以感觉出

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

“年满十八岁才可以独立起诉”，为此，胡慧茜带着

孩子来到了孩子所在的社区。在社区工作人员和派出所

民警的帮助下，两个孩子终于联系上了父亲，但父亲的

经济状况也不好，只能支付部分抚养费。为此，胡慧茜

又找到了教育局和学校，帮助两个孩子减免了部分学杂

费。在事情解决后，胡慧茜又通过当地妇联为孩子们找

来了心理咨询师，对他们进行了心理疏导，化解了他们对

父亲的不满。

“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在帮助未成年人的过程中，

要联动多方力量。”为此，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胡慧茜

联动公安、教育、妇联等多部门，打造了“童心圆”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这一品牌被评为湖南省未成年人

十大司法举措之一。

“从事‘少年审判’是一个良心工程，需要我们有很

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三年来，胡慧茜共审理涉未成

年人各类案件 358 件，结案率达 100%，无一发生涉访

案件。在涉未成年人的案件中，胡慧茜还及时为涉案未

成年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及心理疏导，发出《家庭教育

责任告知书》225 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32 次、心理疏

导 28 次、案后回访 135人次，极大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她绘就“童心圆”：三年审理涉“未”案件 358 件
胡慧茜（衡阳市衡南县人民法院三塘法庭庭长）

她参与“利剑护蕾”：多种方式护她成长
唐玉露（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

作为一名法官助理，吕晶的工作内容更

多的是为全省市州法院和基层法院在审理

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提供业务指导工作。

吕晶是从 2017 年开始参与婚姻家事及

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关业务指导工作的，

并于 2024 年主要负责全省少年审判指导工

作。

“在少年审判工作机制创新方面，湖南

法院构建了不少特色化的少年司法制度。”

吕晶介绍，近年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发出了全国首份家庭教育指导令，长沙市

芙蓉区人民法院推出了社会观护机制，帮

助法官做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判决，“这

些都在全省得了推广”。

而当这些创新做法运用到实践中，总

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吕晶记得，当时在全

省法院家事案件中推广适用家庭教育指

导令时，就有不少基层法院提出疑问：“家

长到哪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由谁来指

导家长们”……为进一步了解家庭教育指

导令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吕

晶特地和同事们进行了一次专项调研，寻

找解决方式。经过研究，同时也参考外

省法院的一些经验做法，联动教育、妇

联部门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想法越

来越明晰。

 她开展专项调研：帮助基层法官“找答案”
吕晶（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

在这堂课中，唐玉露把晦涩难

懂的法律知识变成了孩子们听

得懂的语言，不仅告诉孩子们

身体的隐私部位不允许他人随

意碰触，还用生动的语言、形

象的卡通漫画和有趣的小游戏

告诉孩子们如何识别危险，面

对危险如何处置，“孩子们听得

格外认真”。

随着上课的次数增多，唐玉

露开始思考，通过上课的方式

只能对教室中的孩子宣讲保护

自己的知识，怎么才能让更多

的未成年人和家长了解到避免

遭受伤害的方法呢？

于是，唐玉露又和法院的同

事们一起，将真实案例编绘成

漫画，拍摄了微电影和普法短

视频，发布在了湘潭市中院的

官方账号上。

因为持续关注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2022 年，唐玉露成为

湘潭市中院“利剑护蕾”专项行

动联络员，多次联动对接民政、

教育、妇联及基层组织，深入

学校、社区走访调查，对符合

救助条件的涉诉妇女儿童积极

开展司法救助工作。

除 此 之 外，2021 年以 来，

唐玉露共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103 案 125人，走进学校开展《我

们的身体不容侵害》法治课超

过40 次，除此之外，她还依托

“巾帼红”法治宣讲平台，开展

了防范校园欺凌、毒品侵害等

专题普法活动十余次，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保护更多的孩子安全

地成长。

胡慧茜在给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唐玉露给
孩子们上
法治教育
课。

吕晶向媒体解读湖南法院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
十大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