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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希望的“心”灯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多项改革任
务，其中多处提及加强和改进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强化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和治理，制定 专 门 矫
治教育规定等相关内容。司法
是守望青春的最后防线，是护
航成长的关键力量。少年审判
不仅关系到每一个未成年人及
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
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更关系到
国家、民族的未来。

作为一名老“少审人”，20
多年来，我坚守在少年审判一
线，见证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的进步与发展。以“关心青少年
健康成长，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为己任，
长期致力于青少年犯罪的审判、帮
教和预防工作，秉承“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之心，依法能动履职，总
结了“热心、耐心、细心、诚心、
爱心”的“五心工作法”，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点燃了希望的“心”
灯，被许多青少年亲切地称为“法
官妈妈”。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司法岗位，不
断创新举措，以热忱践行使命、以
责任守护未来，在少年审判领域继
续发光发热，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我们一定还可以多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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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斗者风采

见到范红艳时，冬日已深，桌前的三角梅开得正艳，阳光透过窗户洒
在深栗色的办公桌上。说明来意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信纸，
反复摩挲着，嘴角不知不觉地微微上扬。

“如果没有您对我的关爱，我也许早就放弃自己了，请允许我叫您一
声妈妈吧！”信件来自在山东女子监狱服刑的谢某，是她帮教过的无数失
足少年中的一个。

面对记者，范红艳不禁感慨：“弹指一挥间，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平凡
又意义非凡的岗位上，已坚守了27年。”

为孩子补上“人生第一课”

1995 年，范红艳考入山东省泰安市
泰山区人民法院，1998 年开始从事少年
审判工作，面对庄严的国徽，她立下了

“做一名惩恶扬善的法官，做一个道德高
尚的人，竭尽全力，为社会带来温暖和感
动”的铮铮誓言。怀着这样的初心，她进
入刑事审判庭工作。在这里，一个案子
带给她很大的触动。

初三学生谢某自幼丧父，继父对她
漠不关心，由于在原生家庭感受不到温

暖，谢某与比她大 14 岁的校外男子恋
爱，并在他的教唆下走上了抢劫、抢夺的
犯罪道路，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我那时候已经做了妈妈，当我看到
这个小姑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时候，
心里特别难受。”谢某并不知道抢劫是重
罪，长期失管失教让她法治意识淡漠，这
个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家庭、学校、社
会，谁来补上？

案子宣判后，范红艳内心久久无法
平复，她发现自己无法将谢某在法庭上
的声泪哭诉抛之脑后。

“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一
定能做些什么！”

在谢某被送往山东女子监狱服刑
前，范红艳特意到看守所与她促膝交谈，
与谢某达成了“把刑期当学期，通过考学
改变命运”的约定。工作不忙时，范红艳
定期看望谢某，送去衣物、辅导书和励志
书籍。如果太忙，就写信，她把审理过的
案子当成故事讲给谢某听，用心回答谢
某生活上、学习上的困惑，字字句句于无
声处见真情。范红艳的循循善诱，使曾
经孤僻、叛逆的谢某变得开朗活泼，对范
红艳，她的称呼从“庭长”“阿姨”再到那
一句发自内心的“妈妈”。

范红艳意识到，对青少年犯罪不能
一判了之，庭后的教育延伸和跟踪帮教
同样重要。

“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要持续关
注未成年犯后续的改造帮教问题？”范
红艳说，“其实，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个
破碎的家庭和一双双流泪的眼睛。”

做孩子没有血缘的“亲戚”

“范庭长，您能帮帮我吗？我是不是
回不去了？”

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范红艳就想
起了这个曾走入泥潭的少年小安。他
有一个不幸的家庭——父母均患有严
重残疾，家庭十分困难，受人歧视。小
安性格内向、孤僻，没有朋友的他迷恋
上了上网聊天，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求同
情和温暖。2007 年 4 月，小安通过上网
聊天结识了被害人张某，在小安的要求
下，张某同意做其女朋友。在明知其未
满 14 周岁的情况下，小安与张某多次
发生性关系。

受理该案后，范红艳聘请全国人大

代表宋文新作为该案的社会调查员，对
小安的家庭背景、性格特点、成长经历、
社会交往、学习情况进行调查，作出了一
份详尽客观的社会调查报告。合议庭评
议时，充分考虑调查报告关于酌情从轻
的有关情节，对小安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小安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减刑释
放。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回归社会的
难题。

范红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小安
说：“你没有一技之长，学历不高，去饭店
做服务员应该能够胜任。”春节过后，范
红艳就开车带着小安一家家去拜访附近
的饭店。最终孝顺的小安为了能够照顾
残疾父母，选择了一家离家较近的。

没想到晚上传菜时碰到一个熟人，
他对着一桌客人说：“你刑满释放了，以
后可不能再犯罪了！”

满桌人的议论像是一把把利剑，插
进小安的心里，绝望的他哭着给范红艳
打去电话。

前科，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伴
随着失足少年的一生，影响着失足少年
升学、就业、回归社会。

身为市人大代表的范红艳在 2009
年泰安市人代会上提出“建立未成年人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消灭制度”的建议，得
到泰安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0
年，多部门联合下发了《泰安市未成年人
轻罪犯罪记录封存消灭制度试行办法》，
小安作为首批受益者，前科记录予以封
存，村委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

身为人大代表，范红艳先后提出了
“保障问题孩子的受教育权”“关注农村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加强重点青少年社
会工作”等 30 多项建议，有力地推动了
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发展。

张某家庭贫寒，父母含辛茹苦供他
在一所中专学校就读，他却因为抢劫被
学校开除，法院根据其犯罪事实和情节，
依法对他适用了缓刑。

案件宣判后，范红艳并没有感到轻
松。张某当时 17岁，正是上学的年龄，如
果让他回到社会上，回到原来的环境里，
很有可能重新犯罪。想到这儿，范红艳坐
不住了，她找到张某所在学校的校领导，
反复做工作，终于为他恢复了学籍。

半年后的一天下午，张某的父亲急
匆匆找到范红艳：“孩子马上就要毕业
了，一家效益很好的外地单位来学校招
聘，孩子想应聘，可是学校不给开推荐
信，您能不能帮忙说说？”当时已快到下
班时间，范红艳二话没说，火速赶到学
校，说明来意后，校长却为难了。“推荐就
业，学校有规定，只推荐品学兼优的学
生，在当前就业难的情况下好学生都难
找到工作，何况是被判过刑的学生？”

范红艳焦急地说：“判过刑的学生，
就业也不应受歧视，像他这样因为有前
科，社会就不去接纳他，不给他服务社会
的机会，只会使他产生自卑心理，破罐子
破摔，重新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去，我们以
前所做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校长好奇地问：“你对这孩子这么上
心，他是不是你的亲戚？”范红艳告诉校
长：“他和我非亲非故，只是我审理过的
众多未成年犯中的一个。”

最终，校长被这个和孩子非亲非故
的法官说服了。

27 年来，这个无数失足少年口中的
“范妈妈”建立了爱心学校、红艳心晴室，
积极组织大学生青年志愿者、“五老”人
员、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与失足少年结
对帮教。在她的热心帮助下，70 余名未
成年犯复学就业，19人考入大中专院校。

“不是母亲，胜似母亲”

泰安南关中学的大礼堂里，人头攒
动，走廊过道里都站满了学生，后排的学
生不得不踮起脚来。

“法官阿姨，如果有人拿了别人的
手 机 ，人 家 报 警 后 他 意 识 到 自 己 的 错
误，又将手机送了回去。这种行为是不
是犯罪呢？”“同学之间有矛盾，一方威
胁另一方说要找人‘收拾’他，这是不是
违法犯罪呢？”范红艳被一群学生团团
围住，人群中间的她耐心地为孩子们解
答着各种问题。

“范红艳在报告透出的对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浓浓深情及对一时迷途犯错的
孩子们的惋惜之情，让人感受到她心底
的善良与大爱，不是母亲，胜似母亲。如
果每位老师都像这名法官一样，多好！
如果每堂课都像这场报告一样，多好！
如 果 每 个 班 主 任 都 这 样 关 爱 学 生 ，多
好！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只需爱和努力
去从事你的工作，并一路坚持！”听完范
红艳的法制报告课，南关中学的校长向
全校老师发出了校长寄语——《这位法
官像妈妈，她的做法胜老师》。

“一个人民法官，如果需要，不论庭
内庭外，都责无旁贷。”范红艳把法制报
告送进校园和社区，担任泰城 20 余所学
校的法治副校长以及泰安市阳光课堂辅
导员。只要工作一有空暇，她就深入到
学校、社区，开展普法宣传。20 年来，范
红艳先后作法制报告 400 余场，邀请师
生旁听案件审理 160 余次，指导学生举
办“模拟法庭”150 余场，教育青少年 20
万余人次。

“我们社区主要由老旧小区构成，地
处繁华地段，流动人口多，难管得很，范
庭长把社区治理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结合
起来，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提起法院
的“范庭长”，泰山区岱庙街道迎暄社区
党委书记赞不绝口。

“我那时候就想，能不能再把预防犯
罪的触角再往前伸。”范红艳在全市率先
提出了“延伸希望，筑牢预防犯罪根基”
的工作思路，建立社会、学校、家庭三位
一体的预防犯罪网络。

为加强社区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治
教育工作，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范红
艳在岱庙街道办事处迎暄社区建立了社
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暨法治教育基地。
以迎暄社区 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及泰山
区法院判处的缓刑少年为重点教育对
象。通过建立“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工
作模式，对辖区内的 197名相关对象进行
了重点帮扶，其中 155人步入正常轨道，社
区连续多年未发生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
被表彰为“全国未成年零犯罪社区”。

把孩子托举出绝望的深渊

2013 年范红艳在邱家店镇梨园村
挂职第一书记时，无意中得知该村 13 岁

的少年李某身患尿毒症、败血症、红斑
狼疮三种严重疾病，靠每周两次透析，
每天定时吃药维系生命，一年要花费
十几万元的医疗费。

“谁来救救这个少年？”范红艳
在 自 己 的 朋 友 圈 发 出 了 呼 吁 。 很
快，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为李某筹
措的第一笔捐款就到位了。此后十
年间，范红艳带着少审法官、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多次为少年捐款
捐物 10 万余元。

“范妈妈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
好好治病，我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这是不善言辞的李某，学会打字后打
下的第一句话。为了弥补他因病失学
的遗憾，范红艳手把手教李某上网学
习，鼓励他勇敢面对病痛折磨，早日重
返校园。范红艳发起的爱心救助行
动，把这个在病痛折磨里苦苦挣扎的
孩子托举出绝望的深渊。

“我去看她的时候，是个大夏天的
中午。卧室里面不开灯也不开窗户，
屋里跟蒸笼一样。当时我就想着，这
样可不行，这孩子以后不能走不出这
间屋子呐。”提到当时的场景，范红艳
非常心疼。

花季少女元元，因为交友不慎，被
人泼上酒精点燃烧致重伤，脖子、前
胸、后背、胳膊满是瘢痕。被告人没有
赔偿能力，元元家也很困难，治疗一度
受阻。案子宣判后，范红艳来到元元
家里看望她。

正是如花似玉最爱美的年纪，元
元却只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连吃饭
都不出屋门，大白天也紧闭窗帘。曾
经活泼的她变得自卑，炎热的夏天，毛

孔排不出汗，晚上难受得睡不着觉，只
能用力地捶打墙壁。

“你听过张海迪和蔡振国的故事
吗？”隔着卧室门，范红艳试探着开
口问元元。没有回音，她就一遍遍
讲着这些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感
人事迹。

解决元元心病的当务之急是先行
颈部植皮手术。范红艳帮助她联系了
医院，聘请了专家。植皮手术很成
功，医生成功将女孩腿部皮肤移植到
脖子部位，顺利完成了一期手术。在
经历了手术关、疼痛关、感染关、愈
合关后，住院 20 天的元元出院了。
范红艳怀抱着一束火红的鲜花迎接她
出院。

元元流着眼泪说：“长这么大我是
第一次收到鲜花，这是我重生的日子。”

“第一次见到范庭长的时候，感觉
她说话温温柔柔的，给人一种如沐春
风的感觉。接触久了我们才知道，她
有一颗无比柔软的心，却有比谁都坚
韧的灵魂。”泰安中院刑事审判庭法官
助理胡维潇认为，范庭长的心里好像
能装下很多，她能敏锐地感知到受害
人或者被告人的困境，用自己所能去
帮助他们。

“她像一个守望者。”胡维潇笑着说。
对，守望者。在“少审”战线上默

默耕耘 27 年，范红艳习惯了用爱和付
出托举每一个贫病幼弱者，用关怀和
帮助挽救失足青少年，在他们的人生
路上默默扶一把，然后用温柔的目光
注视他们远去的背影，从阴影走向光
明的未来。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我们一定还可以多做点什么。”采访
范红艳，听到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判后回访，她到孩子家里坐坐，看到
什 么 困 难 了 就 记 下 来 ，想 办 法 帮 助 解
决。周末，她又跑到学校、社区里开展讲
座。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有着无穷无尽的
精力。

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
峻，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三年来，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
势。范红艳深刻地认识到，青少年犯罪是

社会、学校、家庭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
的结果，仅仅完成审判工作和在审判环
节上对失足青少年进行教育是远远不
够的。青少年失足后，纵然能使浪子回
头，迷途知返，也为时已晚，最重要的是
帮助青少年懂法、守法、用法。

范红艳说，她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
场景，就是在审判台上痛哭流涕的被告
人和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的被告人父
母，而她最愿意看到的场景，就是报告会
现场同学们灿烂的笑容和热烈的掌声。

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未成年人综
合审判庭的法官们也积极地投身到社
会工作中，从老一辈法院人手里接过

“接力棒”，薪火相承。
范红艳1988年参加工作，干过财会，

当过文秘，做过法官。在她身上，浓缩的是
中国司法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变迁史。在她
身上，我们看到新时代的人民法官，立足主
责主业抓好审判工作的同时，也在以更加
积极向上的心态参与到推动社会治理、普
及法律知识、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浪潮中。

范红艳范红艳 （（右一右一）） 在调解纠纷在调解纠纷。。

范红艳范红艳 （（右一右一）） 走进学校开展普法宣传走进学校开展普法宣传。。

范红艳为学生上法治课范红艳为学生上法治课。。

““红艳心晴室红艳心晴室””青少年帮扶工作室揭牌青少年帮扶工作室揭牌。。

范红艳范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