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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探究　
　　———以厦门市思明区下沃社区为例　

●吴桂韩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通过对厦门市思明区下沃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调研 ,介绍了下沃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举措。

归纳了下沃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几点重要启示 , 提出了构建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长效机制的设想 ,

即通过建立领导机制 、联动机制 、引导机制 、实践机制和渗透机制 , 推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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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梁启超在《少年
中国说》指出:“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
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
会的不断变革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长
期以来 ,厦门市思明区下沃社区在预防青少年犯罪
方面采取了许多有益的做法 ,并取得了许多实际的
成效 ,对于全国社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积
极的借鉴意义。

下沃社区地处思明区厦港街道东南端 ,现有总
人口 5280人 ,外来人口有 1607人。青少年 875人 ,
占总人口数 13%。近年来 ,下沃社区在街道成立了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与党委和社
会团体群策群力 ,逐渐形成了角度全面 、层次交错 、
多方位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帮扶体系。多年
来 ,社区常住及外来的青少年 ,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犯
罪行为记录均为零 。 2005年 2月 ,社区未成年人零
犯罪的事迹受到了 《法制日报》的采访和报道 ,其中
许多经验和做法都走在全国社区的前头。

一 、下沃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举措
1. 群策群力 ,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组织机构
1986年 ,社区成立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小组 ,

由居委会主任任主任 ,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任副主任 ,
成员有社区民警 、综治主任 、综治专委 、禁毒专委 、综
治管理员。同时 ,还吸收辖区内离退休同志和共建
单位的有关领导 (共 15人),把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
管理与居委会特点和老同志的特长结合起来 ,根据
工作任务和成员特长进行分组 ,共设立三个预防犯
罪工作小组 (共 68人)。其中 ,第一组为社区青少年

零犯罪工作小组 ,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书记 、社区民
警和部队干休所老同志组成 ,任务是对青少年进行
思想政治和革命传统教育;第二组是教育网络小组 ,
由社区居委会和综治主任 、综治管理员和辖区内学
校 、单位老干部 、老教授 、老工人组成 ,任务是做好后
进青少年的帮教和扶持有特殊困难的青少年;第三
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由综治专委 、禁毒专委负责召
集 ,任务是发动社区青少年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活
动 ,以拓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领域。为了有效
地开展工作 ,青少年犯罪工作小组还建立包括例会 、
学习 、汇报 、走访 、协调等制度 ,坚持每月召开一次例
会 ,学习有关文件精神 ,总结交流上月工作情况 , 研
究探讨下一步工作 。

2.整合资源 ,扎实巩固预防犯罪的教育阵地
巩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阵地 ,始终是下

沃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 。为了有效地开展教育 , 社
区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上进行科学整合。在人力
资源上 ,社区十分注重发挥老干部 、老教授 、老工人
的政治 、知识优势 ,利用各种契机 ,在社区开展形式
多样 、有利于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活动 。每
逢重大节日和纪念日 ,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小
组的老同志给青少年上时事政治 、爱国主义 、革命传
统教育课 。如:举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六大精
神 、20字公德教育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等讲
座 ,以报告 、座谈 、办班等形式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
同时 ,还组织青少年到 “小八路 ”基地 、卫星测控站 、
革命英雄纪念碑等地参观 ,使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外 ,社区还运用有限的专
项经费 ,建立了社区小型图书馆 、阅览室 ,以成为青
少年的精神食粮的加油站。为了充分发挥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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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 ,社区还为青少年提供了许多有利于身心健
康发展的活动场所 ,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社区
离休老干部孙念祥 ,继续发挥余热 ,在自家 “后花园”
种了许多花 、草 、盆景 。该处也成了社区针对青少年
的科普教育园地和活动场所。

3. 社校联手 ,大力营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
会环境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未成年人成
长过程中主要的教育渠道 。下沃社区把家庭教育作
为基础 ,把学校教育作为关键 ,把社会教育作为补
充 。为了能够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环境 ,该社区早在 1986年就建立了由社区居委会 、
学校 、家庭组成的 “三结合 ”教育网络。在寒 、暑假我
们组织学生参加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冬 、夏令营 ,一年
一个主题 ,内容不断更新;在平时举办故事会夏令
营 ,邀请原妇联主席戴丽芳和原文安小学校长陈育
端为学生们授课 ,并开展学生讲故事比赛;组织青少
年学生参加公益活动 ,观看先进事迹录像片;举办知
识抢答活动等来增强青少年的科普知识和法制意
识 。为了引导学生健康上网以及让一些家庭条件较
差的学生能够上网 ,社区还与厦门大学 、厦门理工学
院共建 ,开辟 “第二课堂”,通过大学生 “大手拉小手”
的活动来对学生进行网络教育 。

另外 ,他们还主动配合学校 、家庭做好溜生 、辍
学生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比如:父母离异子女赵
某 ,由于母亲从小娇惯他 ,使他性格极为顽皮 ,他经
常逃学 ,屡次被老师批评 。有一次赵某竟有两三天
没回家 ,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社区预防青少
年犯罪工作小组得知后 ,通过寻访找到赵某 ,耐心诱
导 ,使他认识了错误 。有一次小赵的母亲腿被烫伤 ,
小赵感冒发烧 ,无人料理家务 ,工作小组的成员上门
关心 、送去慰问品 , 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 。小赵的表现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主动参加学习 ,
还考上了中专。针对目前孩子在长辈呵护下成长娇
生惯养者较多的情况 ,社区还十分注意做好家长的
思想工作。为了使家长能正确地教育好孩子 ,社区
还举办家长学习班 ,邀请厦大教授讲课 ,让家长们懂
得教育孩子要 “爱而不溺 、严而有格 、科学管理 、以身
作则。”

4. 法制教育 ,着力培养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和特定时宜 ,社区还有效

地开展校园周边治安等专项整治 ,进行专项法制宣
传 。比如:通过 “小手牵大手”、“让孩子带法回家 ”等
活动 ,配合 “ 6 26国际禁毒日 ”,制定了 “长远禁绝
毒品 ,利在千秋后代” 、“禁毒工作从孩子抓起 ”的工
作方针 ,组织开展了 “禁毒宣传走进演武小学” 、“禁
毒夏令营”等活动 ,让孩子们在辅导员的上课中从小
了解毒品的严重危害 ,在宣誓声中懂得了珍爱生命 、
远离毒品。 2006年 7月 ,社区联合辖区周边学校组
织了 “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制夏令营 ”,通过预防工作
和学校联手来普及法制教育 ,以增强未成年人的法
制观念 。

5.深入实践 ,切实提高青少年预防犯罪的思想
意识

该社区多年来 ,坚持以 “弘扬雷锋精神 ,推进社
区文明发展”为主题 ,开展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志愿
活动 ,作为巩固预防犯罪工作成效的实际行动。 1994

年 ,厦门市第一支由社区青少年组成的志愿者服务
队在下沃成立 。十几年来 ,下沃社区青少年志愿者
服务队伍由原来的 12人增至现在的 52人。根据志
愿者的特长 ,社区设有小治安巡逻队 、小小法制宣传
队 、小小爱心服务队等三支小小志愿者队伍 ,他们走
街巡巷 、入居入户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 ,深受群众的
欢迎 ,被评为 “省优秀青少年志愿者服务队”,被新闻
媒体称为 “家政 110”。

二 、下沃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几点启
示

1.领导重视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前提
预防未成年人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离不开各

级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下沃区的成功经验已经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领导重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的工作才能不流于形式 ,才能得到有效推动。一般
说来 ,领导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重视的地方 ,社会风
气就比较好 ,未成年人成长的环境也比较好 ,各种影
响可能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和现象就能得到有
效制止 。社区领导应当带头学习 《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有关未成年人权益
保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有关的法律法规 ,重视各
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规章制度的建立 ,健全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组织机构 ,以对未成年人开展常态
式的教育 、引导工作 ,并下大力气营造有利于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和娱乐环境 ,让文
明健康的生活环境成为构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
道坚强防线。

2.法制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六条

指出:“对未成年人应当加强理想 、道德 、法制和爱国
主义 、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 。对于达到义务教育
年龄的未成年人 ,在进行上述教育的同时 ,应当进行
预防犯罪的教育。”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不是天生就
有的 ,而是需要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积极教育和灌
输。过去 ,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发生已经表明 ,
家庭教育失当 、法制教育薄弱和成长环境不良都是
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有些未成年人犯
罪 ,究其根源是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和是非观念 ,他
们大都不知道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而他们之所以出现法制观念淡薄又与法制教育
缺位密切相关 。因此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
中 ,社区应该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教育
环境 ,让他们能从小就能够接受法制教育的熏陶 ,提
高道德自律意识 ,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 。

3.群策群力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关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作 , 需
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特别需要家庭 、学校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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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关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指出:
“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具有特殊重
要的作用。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 。”社区在开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
中 ,不仅要充分发挥社区各种组织的作用 ,同时 ,要
联合家庭 、学校 ,要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通过联手
行动来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提供更充足的资源
和保障 。

4. 社会关爱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还指出:“党政机关 、
企事业单位和社区 、村镇等城乡基层单位 ,要关心职
工 、居民的家庭教育问题 ,教育引导职工 、居民重视
对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思想启蒙和道德品质培
养 ,支持子女参与道德实践活动。”“特别要关心单亲
家庭 、困难家庭 、流动人口家庭的未成年子女教育 ,
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 “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家
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 。”当前 ,由于教育资源的短
缺和家庭生活水平的差异 ,使得未成年人往往难以
得到同等的教育环境。然而 ,公平教育又是和谐教
育的中心问题 。没有公平 ,必然不可能实现和谐。
公平教育主要包括教育资源的公平 、社会关系的公
平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 ,公平教育集中反映在 ,他们
能够得到基本同等的教育 ,这主要包括教育条件 、人
际关系 、社会地位上 。首先 ,应当在社会营造一种
“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 ”的观念。在教育资源上给予
公平分配 ,就是要在学校之间 、同学之间的整体教育
资源要平等。面对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 、学校
和家庭 ,社会应该通过补助 、支助等政策倾斜的办
法 ,为他们创造公平的教育环境;其次 ,人与人之间
地位的平等 。社会 、学校 、社区应该对每个未成年人
给予同等尊重 ,在处理贫富 、学习好和学习差学生方
面 ,应当有平等意识 ,不能有歧视待遇 ,让全体未成
年人能够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能够感受
到和谐社会给予他们的同等关爱 ,从而培养和增强
对社会的感恩意识。

5. 网络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点

网络技术就像一扇信息的窗户 ,已经日益成为
未成年人传播信息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对他们
的学习 、生活乃至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
主观上讲 ,许多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受网络的影响 ,
特别是有些网络游戏往往带有色情 、搏杀 、武斗等暴
力情节 ,使一些痴迷于游戏的青少年大受影响 ,甚至
纷纷仿效;有些未成年人由于痴迷于网吧 ,但又缺乏
经济来源 ,无法支付游戏费用 ,从而产生违法犯罪念
头 ,为达目的铤而走险。从客观上讲 ,网络往往也成
了未成年人滋生犯罪念头的土壤 。一些长期 “泡 ”在
网吧的未成年人 ,在网上聊天交友的过程中 ,往往会
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交往 ,忽视了虚拟世界和现实的
区别 ,将虚拟的交往带到现实中来 ,缺乏自我保护意
识 ,过度轻信网友 ,从而为网络引发的犯罪提供了机

会。因此 ,必须对未成年人进行网络教育 ,一方面要
做好 “疏导 ”工作 ,既为未成年人提供上网的机会 ,让
他们掌握运用网络进行学习的技能与知识 ,又对未
成年人上网进行规范和指导;另一方面又要做好 “防
堵”的工作 ,既通过各种渠道制止他们接触非健康的
网站 ,又要让他们明白网络的虚拟性和潜在危害性。

三 、努力构建社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长
效机制

1.领导机制 。领导机制就是建立有效的领导方
式 ,通过科学的职责分工 ,确保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的顺利进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 , “认识
是前提 ,领导是关键 。”预防社区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能否取得实际成效 ,首先必须引起上级领导和社区
领导的重视 。只要领导重视 ,才有可能把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的工作列入议程 ,才有可能经常性地研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 ,才能为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制度保障 、组织保障。为
此 ,社区领导应当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作为一
项开创国家和民族更加美好未来的战略工程 ,作为
实现家庭最大希望和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来加以重
视 ,建立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机制 ,整合社
区资源 ,调动各方面因素 ,有分工 、有协作地把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共同做好 。

2.联动机制 。联动机制就是要求所有教育者在
教育过程做到协调配合 、优化结构 ,目的是发挥所有
教育者的作用和教育的整体作用。系统论认为 , “整
体大于它的各个部分之和 ”,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
结构决定的 ,整个系统的运行能否有效 、效率高低 ,
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系统内部各要素是否层次有序 ,
取决于各层次之间 、同层次各子系统之间是否相互
作用 ,优化组合 。协同论也认为 ,在整个环境中 , 各
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 各
子系统的协同行为能产生出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
作用 ,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作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章对教育行政部门 、
学校 、司法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 、共产主义青年
团 、少年先锋队 、少年宫 、青少年活动中心 、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用人单
位等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中所必须承担的工
作和职责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然而 ,要使得这些
组织 、主体的作用能够产生整体效应 ,就要求他们在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能够做到科学分工 、齐心
协力 ,而不是互相推诿 、相互抵消 ,着力探索一条适
合本社区的 “家庭 、学校 、社区 ”三位一体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的工作模式 ,实现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
方位育人 。

3.引导机制 。引导机制就是围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这个主题 ,对未成年人进行积极的法制教育和
守法教育以及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认识 、心理状况进
行引导的整体规划 。苏联早期的杰出心理学家维果
茨基认为 ,认知发展可以通过与更有能力的个体的
相互作用而得以促进。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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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展区 ”来实现的。所谓 “最近发展区”就是儿
童不能独立完成但在他人帮助指导下能完成的任务
范围。为了完成困难的任务 ,他们采用支架的技术
来进行 。当儿童能力有所发展时 ,就可以撤去支架。
由于青少年处于智力和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 ,要预
防他们犯罪 ,离不开家庭 、学校 、社区对他们进行科
学的教育 ,只有把对法律知识转化为内在认知 ,他们
才能用已有的认知指导自己的行动 ,从而做一个懂
法 、守法的公民。另外 ,由于未成年时期既是未成年
人身心快速发展 ,乐于接受各种知识 、观念 ,思想发
展相当迅速的时期 ,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 ,并
受着人际关系 、家庭 、健康 、经济条件等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比较明显的时期 。许多未成年人在应试教育
体制下 ,其身心往往很难得到和谐发展 ,并存在着心
理困扰越来越多 ,心理压力巨大甚至导致心理疾病
的不良状况 。为此 ,家庭 、学校和社区都应该给予心
理疏导 ,防止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犯罪的发生 。

4. 实践机制 。实践机制就是通过实践活动 ,让
未成年人把法制认知和守法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
具体措施。人的思想意识 ,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 ,
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实践教育既是把法律认
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活动 ,也是提升未成年人预防
犯罪能力的活动 ,既是知与行有机统一的过程 ,也是
内化转化和体现为外化以及外化推动和巩固内化的
过程。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 ,认识的产生
是源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动作 ),动作是联结主客
体的中介 ,任何动作 ,都包含着客体之间的联系和主
体操作之间的联系两个方面。认识是主体与客体之
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就是有机
体适应环境的过程 ,而适应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和外
界客体作用于主体的平衡过程 ,也就是同化和顺应
的平衡化过程。耗散结构理论也表明 ,一个系统要
形成 、维持有序结构的状态 ,必须不断从外部(环境)
引入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 “负熵 ”流 ,并不断排出其

“代谢 ”产物 , “吐故纳新” ,即只有在开放条件下 “耗
散”才有可能。因此 ,不能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
育仅仅限制在学校或家庭内进行 ,还必须通过实际
的参观 、实践等活动 ,让他们从中增强法律意识和守
法观念。

5.渗透机制 。渗透机制就是一套把教育思想融
入教育实践过程中的机制 ,目的是使教育在循序渐
进和潜移默化中达到最好的效果。耗散结构理论认
为 ,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达到一定阀值时 ,量变可能
引起质变 ,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与物质 ,
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 、空间或
功能的有序状态。因此 ,家庭 、学校和社区应该为开
展未成年人教育进行商讨协作 ,在家里 、学校和社区
时时刻刻都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一个健康的 、守
法的环境 。同时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应该遵循人的
思想受 “综合影响 ”和 “渐次发展 ”的规律 ,把法制和
守法教育渗透到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 ,社
区应当与家庭 、学校一同明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的主题 、任务和目标 ,明确各自在教育过程中所承
担的相应职责 ,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有意识地
渗透到课堂教育 、校园文化建设 、网络教育和社会实
践活动之中 ,通过文娱活动 、调研考察 、创新比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学生在无形中潜移默化地接受
和坚持法制观念 ,充分发挥物质环境 、制度环境和组
织环境这些隐性课程的育人功能。其次 ,要注意把
握适情 、适时 、适度的原则 ,根据学生的认知需要和
发展需要 ,循序渐进 ,有的放矢 ,而不能简单地把教
育的最终目的等同于具体阶段的教育内容。只有这
样 ,才能有效地发挥所有教育者和教育载体的教育
作用 ,充分整合教育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 ,产生新质
的教育力量 ,提高预防犯罪教育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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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 linquency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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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By investigating the prevention o f juvenile de linquency in the X iawo comm unity of the S im ing D istrict o f X iam en C ity, th is

pape r in troduces the m ain mea su res fo r the preven tion o f juvenile de linquency , summ arizes seve ra l insp ira tions on the prevention of ju-
venile delinquency and puts forw ard concept o f establishing the long - te rm m echanism of prevention o f juvenile de linquency , tha t is,
e stablish ing leade rsh ip mechanism , chain reac tion m echanism , gu iding , m echanism , prac ticem echan ism and pene tra tion mechanism to

prom o te the juvenile hea lthy g row th and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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