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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旅游节唯一指定接待用酒

“姐，我来了！”一走进涧西区司法局长安路司法所办
公室，社区服刑人员小张（化名）便亲切地向司法所司法助
理娄红霞打招呼。

小张因斗殴，触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
刑5年执行。从2011年5月开始，小张开始在长安路司法
所接受社区矫正。

每周五，他要到司法所学习和义务劳动。“通常是上午
学习，下午进行义务劳动，而且每月写一次思想汇报。”娄
红霞说。

在小张的档案里，记者看到了一张张思想汇报
单。“家庭很好，孩子上托儿所了”“找到新工作了”“多
次受到同事及领导嘉许”……一句句简短的言语记录
着小张在家庭、事业和思想上的点滴进步。

娄红霞称，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通常包括学

习法律法规、义务劳动、谈心和家访等。娄红霞还认
为，义务劳动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改造作用非常显
著。“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与小时候家教不严，不劳而获
思想严重息息相关。通过义务劳动，让他们体会到劳
动的荣誉感和快乐，对改造思想非常有益。”

在娄红霞看来，除了制度上的矫正，心灵上的关怀更
为重要。小张接受社区矫正后的第一份新工作，就是在司
法所工作人员帮助下找到的。“要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没
有被社会抛弃，有重燃回归社会的信心。”娄红霞说。

据统计，截至2013年12月，全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
人员 6500 多人，累计解除 2600 多人，重新犯罪率为
0.07%。“在全国范围内，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重新
犯罪率一直保持在0.2%的较低水平，而我省这一数据为
0.09%。”周群峰说。

我市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成效明显，虽然接受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但重新犯罪率始终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然而，这项制度要想一路走好也面临一些问题——

社区矫正：需要更大的社会合力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尚剑玲 朱喜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
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是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精神之一。日前，记者从市司
法局了解到，截至2013年12月，我市社区服刑人
员较2012年底增加一倍；而随着劳教制度的废
除，预计我市未来社区服刑人数仍会增长。

针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矫正制度，自
2012年7月在我市全面推行以来，实施时间还
不到两年。社区矫正制度具体是怎样执行的？
效果又怎样呢？

小王（化名）是西工区司法局唐宫司法所15名接受社
区矫正的服刑人员之一。他因危险驾驶罪于2013年12
月被判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执行并处罚金1万元。由
于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在缓刑期间，他被依法执行社区
矫正，矫正期为2014年1月4日至7月3日。

市司法局基层科科长周群峰介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
开展得较晚，其试点工作从2003年开始，2005年扩大试
点，2009年在全国试行。2010年9月，按照全省统一部署，
我市在涧西区、偃师市、汝阳县3个县（市）区开展社区矫正
试点工作。2012年7月，我市全面展开社区矫正工作。

“2012年底，全市社区服刑人员有1600多名，而到
现在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番。截至2013年12月，我市
社区服刑人员近4000人。”周群峰说。

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社区矫正的轻微刑事犯在我市
越来越多。周群峰介绍，实行社区矫正的人员可以概括为

“管”“缓”“假”“暂”四类人群，即管制、缓刑、假释和暂予监
外执行的罪犯。“他们通常属于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
犯和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程度低、易于教育改造
的罪犯。”周群峰说，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也是刑罚人道化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社区矫正与监狱服刑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人身自由的
限制程度。

周群峰介绍，社区服刑人员享受高度的人身自由，但
并非毫无限制，“他们只能在居住区域活动”。

那么，如何监督社区服刑人员在限定范围内活动呢？
在唐宫司法所的电脑上，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被称

为“电子栅栏”的社区矫正定位管理系统。原来，通过对社
区服刑人员手机信号定位，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看到每位社
区服刑人员所在的位置。“只要点击社区服刑人员的姓名，他
在哪个区，哪条街道，甚至在哪栋楼附近，都可以在系统中清
楚看到。”周群峰说。

除工作人员每天进行两次系统排查外，系统还设置了
自动报警系统。一旦社区服刑人员走出限定区域，工作人
员和社区服刑人员本人都会收到提醒短信，同时工作人员

也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提醒，让其回到限定区域。此外，为
了保证手机确实在服刑人员身边，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会不
定期给社区服刑人员打电话，并要求本人接听，这样有效
防止手机和本人分离情况的发生。

如此一来，是否会影响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生活、
工作？周群峰介绍，有些社区服刑人员确实有外出的
需要，例如货车司机需要定期到外地送货；也有社区服
刑人员居住在县（市）或城市区交界处，稍微移动便触
发越界报警。对于这种情况，只要社区服刑人员向司
法所进行提前说明，按时履行请假、销假手续，司法所
不会把此类情况列为越界。如果社区服刑人员未履行
相关手续且多次走出限定区域的。司法所会对其进行
警告，屡教不改的，则会处以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收监
执行等更严厉的惩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各地劳教制
度逐步废除，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增多，基层司法机关
监管压力也随之增大，我市也不例外。

市司法局主管社区矫正工作相关负责人项洛生
介绍，近年来，虽然社区矫正人数增多，但是社区司法
所的工作人员并未增加。在部分县（市）还有“一人
所”和“兼职所”。此外，按照有关规定，社区矫正是由
司法所在相关社会团体、组织和志愿者协助下，矫正
服刑人员的恶习，但是目前群众参与度不高。

涧西区司法局郑州路司法所的司法助理续春
红，不仅负责52名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还要
负责协调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等工作。“作为基层司
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承担着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
民调解、法律援助、法制宣传等多项职能，如果长期
人手短缺，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势必会顾此失彼，尤其
是涉及刑罚执行的社区矫正工作。”项洛生说，基层
司法所工作人员也存在年龄普遍偏大，法律知识和
业务能力偏低的现象。

与此同时，如何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后顾之
忧，也是工作人员面临的难题。“大部分社区服刑
人员不愿意让所在单位知道其接受社区矫正的
事，生怕因此丢掉饭碗。有的甚至要求在居住地
以外的县（市）区接受社区矫正，以避免让街坊邻
居知晓。”娄红霞说。

在社会接受程度方面，社会对社区服刑人员仍
存在一定偏见：一些受害者看到社区服刑人员没有
关进监狱，便误以为是执法不严；也有一些社区服刑
人员，回到所居住地后，受到街坊邻居的疏远，有的
甚至被所在单位开除，失去了经济来源。

正确认识和对待社区服刑人员，除给予思想改
造外，还要关怀、善待社区服刑人员。“在这方面，除
基层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外，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
努力。”项洛生说。

元宵节将至，连日来，宜阳县董王庄乡
大王沟村的文化活动广场上热闹非凡，70
岁的朱自来正和老伙计表演自创杂耍——
羊抵角、二鬼摔跤，围观群众不时爆发出阵
阵欢笑声。

朱自来告诉记者，他打小爱听戏，喜欢
表演。15 岁时，他用打工攒的钱买了一把
坠胡，自己学着拉。他拉的曲目受到村民的
喜欢，渐渐成为村里的“明星”。

后来，朱自来在村里组建了一支鼓乐
队，走村串乡表演，很快大王沟村鼓乐队在
十里八乡声名鹊起。“他可是俺们村的宝儿，
给俺们带来了许多欢乐。”朱自来的老友王
治安笑着说，去年朱自来看到山羊打架引发
灵感，做了两个山羊模型，用绳子操控就能
表演出精彩的羊抵角。

朱自来说，今年春节期间，他们一直在
村文化活动广场上演出，演出活动将持续至
农历正月十五。

本报记者 刘冰
通讯员 仝少飞 张珂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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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乐表演

▼羊抵角表演引得众人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