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三 重点 A2 头版责编 / 王飞 本版责编/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影响其他人， 不想颓废下去！” 江湾镇安置帮教人员杨明 （化名） 眼神坚毅地望向与他对

接的社工陈雯。 这是 6 月 23 日下午发生在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的一幕。

为了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 保障刑事判决、 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 提高教育矫正质量， 促

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 预防和减少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以下简称 《社区矫正法》）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社区矫正法》 实施至今的效果如何？ 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社区矫正法》 实施五周年之际， 记者就此对安

置帮教人员、 社工以及专家展开采访。

从“高墙”到社会

一名刑释人员的重生之路

!
"

社区矫正如何接住“高墙”内外的人？
《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年 专家建议：完善社会支持体系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十多年的牢狱生活， 现在回到

家， 一切都要慢慢适应……” 昨天下

午， 记者来到江湾镇街道综治中心， 跟

随着安置帮教人员杨明和上海市新航社

区服务总站虹口社工站、 江湾镇街道司

法社工陈雯， 探访“特殊群体” 回归社

会的温暖故事。

一进门， “你若倾心、 我必倾听”

八个醒目的字体映入眼帘， 杨明熟练地

推开门， 找到座位坐下。 “已经数不清

这是第几次和陈老师联系了。” 杨明告

诉记者， 11 年前， 他开公司经营贸易

物流工作，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后因走

私普通货物罪入狱 11 年。 2024 年 9 月

刑满释放时， 自己面临家庭关系断裂、

职业技能滞后、 经济环境剧变的重重困

境。

“这些困境并非是社区矫正工作者

能独自解决的， 我们以社区矫正机构为

核心， 街道办、 社会组织、 志愿团体、

家庭等多元主体迅速形成合力， 为杨明

量身打造‘社会支持计划’， 从而打破

了他与社会隔离的‘孤岛状态’。” 陈雯

说， 在今年 1 月份首次上门访问后， 他

们便保持着一定频率的定期帮扶。

“今年 4 月份起， 我开始着手自己

的创业公司， 与此同时， 社工也时不

时为我讲解营商环境的现状以及解读

相关政策。” 杨明欣喜地表示， 目前公

司已经接到了首单生意， 正逐渐步入

正轨。

谈及对未来的规划， 杨明告诉记

者： “等公司运营到一定规模后， 条件

允许的话， 我会把岗位提供给那些和自

己有相似经历的人。” 重获新生的杨明，

主动投身社会帮扶事业。 他以志愿者身

份加入社区矫正帮扶队伍， 参与社区普

法宣传， 以亲身经历鼓励迷茫的刑满释

放人员， 分享“重生心得”。

“我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影响其他

人， 不想颓废下去！” 在杨明从“迷茫

刑释人员” 到“社会建设参与者” 的蜕

变过程中， 司法工作人员、 社工、 亲

友、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编织了一张无形

的支持网， 为他铺就了回归社会的坚实

道路。

“尽管《社区矫正法》 实施以来已

经取得成效， 但落地中仍面临一些问

题。”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彭辉认为，

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不足是目前社

区矫正工作面临的困难之一。

“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性要求高， 需

要具备心理学、 社会学、 法学等多方面

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 但目前基层司

法所普遍存在人少事多的矛盾， 专业人

才短缺， 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

力参差不齐， 难以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

实际需求。” 彭辉补充道。 他建议， 在

《社区矫正法》 中增加关于社区矫正工

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 培训机制、 职

业保障等方面的规定， 提高工作人员的

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为社区矫正工作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此外， 彭辉认为， 社会支持体系的

完善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彭辉指出，

社区矫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力量

的参与和支持， 但目前社会对社区矫正

工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仍然较低， 社会

支持体系尚未完善， 难以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不利于社区矫正对

象的教育帮扶和顺利回归。

因此， 彭辉表示： “建议进一步鼓

励和引导社会组织、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明确其参与的方

式、 途径和权利义务， 加大对社会力

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力度， 建

立多元化的社会支持体系， 为社区矫

正对象提供更加丰富、 有效的教育帮

扶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 彭辉建议应细化

《社区矫正法》 矫正工作流程和执法标

准。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 如

调查评估、 监督管理、 教育帮扶、 考核

奖惩等， 制定更加具体、 明确、 可操作

的规范和标准， 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规

范化、 制度化和科学化。” 他补充道。

荨杨明

正在和社工

陈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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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社工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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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法》 自 2020 年正式实

施以来， 为基层矫正工作带来重大改

变。” 作为第一批社区矫正社工， 中级

社工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凉城社

工点点长朱晓雷从 2005 年起就加入到

社区矫正队伍中， 不知不觉中， 已经工

作了长达 20 年。

“从开始社区矫正工作处在探索阶

段， 到现在的逐渐步入正轨， 每一步都

在摸索中规范的。” 朱晓雷感慨， “这

种感觉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

朱晓雷说， 变化是方方面面的，

“比如以前规定的公益劳动， 如今全部

改成灵活时间的‘公益活动’； 以前的

教育管制模式， 现在也更多变为了心理

疏导。” 此外，还有《社区矫正法》中关于

外出请假的规定标准，“现在的规定就更

加灵活与人性化了。 ”朱晓雷总结道。

记者获悉， 为了给社区矫正刑罚执

行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不断完善各项制

度规范， 上海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重点对象、 重要

对象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

《本市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 《矫正小组工作规范（试行）》

《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职业规范 （试行）》

《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 《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实施细

则》 《本市社区矫正 App 定位监管管

理办法》 《上海市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外

出审批管理办法 （试行）》 等二十余个

规范性文件。

同时， 记者从上海市司法局官网获

悉， 上海目前有 22 个社区矫正中心，

分布在全市 16 个区， 是社区矫正的主

要执法场所， 此外还有上海市社会帮教

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

两家全国 5A 级社会组织参与对社区矫

正和安置帮教人员的教育帮扶工作。 近

年来年均矫正社区矫正对象 1.4 万人以

上， 帮教刑满释放、 解除社区矫正人员

5 万人以上。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人性化规范管理

一名社工眼里的矫正工作20年变迁 从人才队伍建设到社会支持

专家建议：需细化工作流程和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