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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负责30多名

矫正人员

“我们这个所里，有编制的
工作人员一共就俩，我是所长，
卫明是副所长，此外，还有一名
从事社区服务的大学毕业生。”
18日，记者同赵奎一见面，他这
样介绍了他所在的文东司法所。

在三人共用的办公室里，
墙上挂着司法所的工作职能，
社区矫正只是其中的一项工
作，“这项工作占用了我们百分
之七十的精力。”赵奎说。

据了解，社区矫正是与监
禁矫正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
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
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
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
禁刑法执行活动，适用于被判
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
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
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人员。

每名矫正对象每周要以电
话形式向司法所汇报一次思想
活动情况，每月要交一份思想
汇报，每个月要进行不少于八
小时的社区服务，接受不低于
八小时的法制教育。司法所的
工作人员每月还要走访矫正对
象本人及其家庭、所在单位或
村委会，做好谈话记录，及时掌
握矫正对象情况。

早上一上班，赵奎就会打
开矫正对象的手机定位平台，
看到辖区内的矫正对象都在正
常的活动区域内，他才着手进
行下一项工作，“如果发现手机
关机、不在正常区域内等情况，
我们得马上打其他的联系电
话，问清楚情况。在接听矫正对
象的电话汇报和查看他们的书
面思想汇报的时候，我们得密
切注意他们的变化，他们高兴
不高兴、最近生活状态怎么样，
都装在我们心里。”

文东司法所的这三名工作
人员，要面对三十多名矫正对
象，“每天忙得团团转。”卫明
说。“社区矫正工作实行的是所
长负责制，矫正对象如果在矫
正期间再次犯罪，我也要被追
究责任，压力还是挺大的。”赵
奎说。

不少矫正对象

拒绝家访

同记者交谈时，赵奎和其他
两位工作人员都是身着便装，赵
奎说，这就是他们平时工作的样
子，“我们没有警服，能穿上警服
执法，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愿望
吧。”赵奎介绍，由于没有警服，
很多时候矫正对象仅仅把他们
当成普通工作人员，不少矫正对
象不是很配合。“司法所的工作
人员如果能穿上警服，不仅能体
现执法的威严，更重要的是能让
这些矫正对象有一种‘在刑意
识’。”历下区司法局副局长夏杨
说。

“我们得对每一个矫正对
象都有一定的了解，根据他们
的实际情况进行管理，要宽严
相济，这就得把握好一个度，要
让矫正对象配合我们，不能产
生抵触心理。”赵奎说。

“我们辖区有一名矫正对
象，因为盗窃被判处缓刑，司法
所接收他进行社区矫正，而他
拒不配合，甚至在街道办的院
子里打滚，后来我们根据他的
情况，制定了很多具体的措施，
现在他慢慢地开始配合了。我
们每个月还要到矫正对象家中
家访，但不少矫正对象都不让
我们到家中去，有的对这种家
访感到很不理解。”

对于不配合的矫正对象，
司法所工作人员并没有太多的
办法，只能对其处以警告，缓
刑、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受到
三次警告仍不改正的，司法行
政机关可以建议将其收监。“警
告是我们手中唯一的法宝了。”
赵奎说。

社区矫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项比较陌生的工
作。社区矫正是做什么的？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每天的
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劳教制度废除后，给他们的工作带来
了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18日，记者对济南市社区
矫正工作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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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将健全社区矫正制
度，这意味着延续了近60年的
劳教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劳
教制度废除后，一大批原先
由司法机关集中管教的服刑
人员将进入社会，对这些人
的日常监督、管理、帮教、矫
正等工作就落到基层司法所
工作人员的肩上。

“最近我们的工作量大
了不少。”卫明介绍，“对适
用社区矫正的人员，在进行
缓刑、假释等判决之前，司
法所都要进行判前调查，以
前一个月也就调查一两个，
而11月份，我们做了十几例
调查，这与刑罚的轻刑化有
关系，跟劳教的废除也有很
大的关系。”

不少市民关心的是劳
教废除之后，社区矫正会不
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劳
教呢？对此，济南市司法局
基层工作处处长周焕田表
示：“社区矫正制度和劳动
教养制度两者适用的范围
和对象、管理的方式都不
同，社区矫正不可能成为另
一种劳动教养。社区矫正依
据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等法律规定，它所适用的范
围、对象，是被判处管制、宣
告缓刑、假释或被暂予监外
执行的人员。而劳动教养是
对有违法行为，却不构成犯
罪的人员采取的一种强制
教育的措施。同时，社区矫
正是把矫正对象放到其熟
悉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思想
教育、生活帮扶，而劳动教
养相对来讲是把违法但没
有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进
行集中管理。两者的区别是
明显的，两个制度不能混
同，所以社区矫正不可能成
为另一种劳动教养。”

判前调查工作量

成倍增加

登录手机定位平台，查看辖区内每一名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
成为赵奎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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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人员

现有3769人

截至11月底，济南市社区
矫正工作已经基本实现全覆
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废除劳教制度，健全社区
矫正制度，目前济南的社区矫
正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呢？

近日记者了解到，2 0 0 3
年，山东省被列为全国首批开
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六个省份
之一，济南市被确定为全省首
批三个试点市之一。2004年，
历下区开始进行展社区矫正
试点工作，2010年济南市全面
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先后经历
了初期试点、扩大试点、全面
试点、全面试行四个阶段，现
在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截至目前，济南市各社区
矫正机构累计接收社区矫正
人员9874人，依法解除6105
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3 7 6 9
人，建立社区矫正人员“中途
之家”基地两个，建立各类教
育矫正、就业培训及公益劳动
基地89个，组织集中教育及公
益劳动143738人次，个别谈话
及心理咨询 8 1 6 7 8人次，为
1915人解决了低保和责任田，
帮助9582人落实技能培训和
指导就学就业，重新违法犯罪
率始终控制在0 . 3%以下。

济南市司法局基层工作
处处长周焕田介绍说：“推行
社区矫正贯彻了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其最大的优势在于
让一些轻微犯罪人员不离开
熟悉的社会环境、不离开亲情
进行改造，这不仅可以稳定罪
犯的思想情绪，也有利于他们
顺利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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