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社区矫正人员来说，犯罪
后就进入了人生的黑暗期。在他
们人生的最低谷，是村（居）社区矫
正工作站专管员给他们带来了“一
缕阳光”：他们在矫正期内打工、创
业，有的还娶妻、买房。这些看似
不可能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发生在
我们身边。

日前，在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
道映月社区，全省首个村（居）社区
矫正工作站站长湛勇讲述了一个
个生动的帮扶帮教故事。

诸锡龙（化名），因犯诈骗罪被判
刑。假释出狱后，映月社区帮其办理
了低保，但由于一时无法适应社会，
他平时总是足不出户，沉默寡言，相
当自闭。映月社区矫正工作站成立
后，专管员的多次上门和心理医生的
不懈疏导，打开了诸锡龙尘封已久的
心扉。现在他会主动来社区矫正工
作站和专管员聊天，脸上也逐渐出现
了笑容。用他的话说：“社区矫正工
作站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

每一位社区矫正工作者都是
心灵的导师，他们付出艰辛，用真
心和真情感化社区矫正人员，引导
他们回归正途。

在义乌市廿三里街道司法所的
王瑞庆眼里，矫正人员也有人格。
他们虽然触犯了刑法，但也需要得
到关心和尊重。这种善待，更有利
于他们的改造。因此，他在工作中
从来不带丝毫偏见，用博大的胸怀
去接纳他们，同他们谈心、交流。

在舟山市定海区，老检察官李

培增受司法局聘请，成立工作室，
重点帮教那些对矫正抵触情绪大、
表现差、重新违法犯罪风险较高和
未成年的矫正人员。自 2013 年 3
月工作室成立以来，李培增对社区
矫正人员进行谈话教育 130 余人
次，付出了巨大心血。

而在慈溪市，则活跃着一支“社
区矫正乡音志愿者队伍”，每一名非
慈溪籍社区矫正人员都配有一名

“乡音”志愿者，对他们实行“人情化
监管”。从 2012 年 8 月组建到 2014
年1月，全市共为323名非慈溪籍社
区矫正人员配备了329名“乡音”志
愿者。通过“乡音”志愿者的共同监
管和帮教，非慈溪籍社区矫正人员
安心工作生活，自觉接受社区矫正，
遵守监管规定。

“近年来，社区矫正的技术手
段越来越先进，但始终不变的原则
是，人性化监管、融入式回归。”一
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10年
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没有围墙的刑
罚执行方式大有可为。”省司法厅社
区矫正局局长徐祖华说，大批主观
恶性小的轻刑犯在社区服刑，让他
们保持正常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有
利其尽快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
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0年来，全
省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17.76 万
人，依法解除社区矫正 13.36 万人，
再犯罪率为0.1%，从未发生社区矫
正人员重大恶性案件和影响社会
稳定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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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门口走向新生
——我省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纪事

本报记者 吕玥 通讯员 李爽 陈卓

有一群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
身边，与普通人一样学习、工作，但
他们的身份却是罪犯。

与监禁不同，他们接受的是大
墙外的刑罚，即社区矫正。

作为全国首批开展社区矫正工
作的省份，我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10 年，已依法解除矫正 13 万多人，
再犯罪率为0.1%。

这个数据怎样实现，又意味
着什么？这些人生的迷失者，又是
怎样走向新生？

“奶奶，这饺子味道怎么样？”
“嗯，非常好吃，谢谢你们！”
近日，在德清县振兴社区三楼

活动室内，德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
务社的社工们，正带着小伟、小新

（化名）等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关爱
老人、情系夕阳”包饺子活动。

他们发挥各自特长，剁肉、洗
菜、包饺子⋯⋯有车的还自告奋勇
接送老人，“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社区矫正人员小伟说，听到老人的
真心感谢，心里十分温暖。这样的
活动让社区矫正人员有机会通过自
己的努力服务社会，也让他们的内
心受到很大触动。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
经验”的基本内涵，也是做好社区矫
正工作的根本保证。为破解社区矫
正工作面临的“人手少、任务重、专
业力量薄弱、矫治质量不高”等问
题，2013 年 2 月，德清县司法局在全
省率先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
社工组织服务引入社区矫正工作。
目前，该局已引入 3 个社会工作服
务组织、22 名专业社工，得到了服
务对象及其亲属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认同。

社区矫正的预期目的能否实
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

的参与程度。宁波市海曙区司法
局自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积
极整合社会资源，于 2012 年 6 月 1
日 搭 建 归 途 心 理 工 作 室 服 务 平
台，已先后开展心理辅导、志愿服
务等活动 50 次，累计服务达 807
人次。

同时，我省已建村（居）社区矫
正工作站两万余个，覆盖率达到
94%，使社区矫正工作前哨延伸到
村居（社区），发挥了帮教帮扶和安
全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在这支帮扶大军中，志愿者们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目
前，全省共有 54585 名社区矫正社
会志愿者奋战一线，为每名社区矫
正人员落实矫正小组；省综治办、省
公安厅、团省委等 10 家单位部署实
施“社区矫正志愿者阳光行动”，充
分运用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等组织力量，组建 2500 多人
的“社区矫正阳光志愿者”队伍，先
后对 3000 余名未成年社区矫正人
员开展专业化、项目化结对帮教活
动；鼓励社会组织为社区矫正人员
心理咨询、学习教育、公益劳动、就
业指导和困难帮扶等提供专业化、
个性化服务，帮助社区矫正人员顺
利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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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指纹、脸部扫描⋯⋯日前，
在温州市瓯海区仙岩司法所，社区
矫正人员小王正在一台仪器面前
报到。这天是社区矫正人员来该
所进行日常报到的日子，大家纷纷
来到一台设备前，完成上述“规定
动作”。

该所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套系
统已事先储存了相关社区矫正人员
的指纹和脸部信息，通过“指纹+面
部”识别双重认证机制，可以实现社
区矫正人员日常报到、学习劳动、请
销假等工作的电子化管理。如发现
矫正人员未按要求及时报到的，系
统还将自动向工作人员、社区矫正
人员发出警示，并自动判定违规情
节，提示工作人员采取措施，有效克
服了传统工作模式费时费力以及

“人情执法”等弊端。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苍南县社

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的操作平台。
每天，通过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
的大屏幕，观察辖区内每一名社区
矫正人员的动态，是苍南县司法局
社区矫正科工作人员每天的“必修
课”。

技术的不断进步，实现了社区
矫正由“人防”向“技防”的有效转
变。据苍南县司法局社区矫正科科
长胡潮溪介绍，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的苍南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是
我省首个县级社区矫正信息监管指
挥中心。

该中心占地约 150 平方米，设
有服务大厅、档案室、社区矫正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以“监管、
教育、帮扶”为工作目标，形成了登
记分流、接收解矫、系统监管、文书
制作、统计送达等“五位一体”的工
作格局。该中心的成立，有力地推
进了该县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规范
化、管理平台联网化、警情处置常态
化。

据了解，温州市自 2006 年在瓯

海区开始试点社区矫正工作以来，
已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20844
名，目前共有在册社区矫正人员
7057 名，约占全省的六分之一。在
传统管理模式下，庞大的社区矫正
人员群体给这项工作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

但温州的成绩单依然亮眼：
2013 年该市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
罪率为 0.1%，并且连续 3 年没有发
生严重刑事再犯罪。“技防”、“人防”
并举，为社区矫正提供了有效保
障。据省司法厅相关工作部署，我
省已于今年 6 月实现了社区矫正监
管指挥中心在县（市、区）司法行政
机关的全覆盖，借助科技手段进一
步提升社区矫正的规范化水平。

管理是矫正基础，教育是治本
之策。近年来，全省各地围绕社区
矫正人员的教育方式也进行了一系
列探索。

在三门县社区矫正教育服务示
范基地，占地约 30000 平方米的基
地里，教育室、心理咨询室、谈话室、
档案室、过渡安置室等一应俱全。
在这里，社区矫正人员除了可以聆
听报告会，还可以观看法律讲座、宣
传片，开展公益劳动、心理矫治等。
通过劳动和学法，社区矫正人员法
制意识不断增强，犯罪心理和不良
恶习也得到有效矫正。

而在2013年1月建立的玉环县
社区矫正中心（玉环县法制教育中
心），该基地的警示墙、法治史长廊、
法治文艺创作展览室等场所也别具
特色。在这里，社区矫正人员可以
从事公益劳动，接受法制教育、警示
教育，进而端正社区矫正人员的服
刑态度，增强社区矫正执法的严肃
性。截至目前，该县已组织全县社
区矫正人员集中公益劳动 2854 人
次，集中点验教育 1077 人次，集中
学习 487 人次，开展各类法制教育
活动8次。

帮教：规范执法戒恶习

永嘉县社区矫正服务基地揭牌成立永嘉县社区矫正服务基地揭牌成立

普陀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

浦江县司法局浦南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

浦江县司法局浦南司法所社区矫正人员““护水队护水队””参与参与““清三河清三河””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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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司法局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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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

执行制度，也就是不把犯罪人员监
禁起来，是目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
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在我国，社区矫正是将管制、
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符合
法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内,由专
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
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
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促进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从什么时候开始？
2003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开

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当时确定北
京等6个省市为首批试点地区。

2005 年“两院两部”又联合发
文，将试点范围扩大到18个省（区、
市）。

2009年 9月，“两院两部”联合
下发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社区矫
正。

社区矫正效果如何？
绝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都能

认真接受矫正，遵纪守法的意识和
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社区服刑人
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一直
保持在较低水平，绝大多数人员结
束矫正后保持正常的家庭和社会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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