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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线路：从卸甲镇金飞达公司南厂
区起跑，沿飞达大道向西至周八路———八桥
亨瑞酒店———车樊路———十一支渠路———
卸汉路———周八路———金飞达公司南厂区，
线路总长约21.1公里。

定于2017年4月2日上午8时在卸甲镇金飞达公司南厂区隆重举办

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因法律意识的淡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幸运的是，他们被准予在监外接受社区
矫正。在司法部门的帮助下，这些社区服刑人员在高墙外改造，进行心灵的救赎……

社区矫正让“迷途者”重获新生
3月 10日上午，高邮镇社区矫正管理服

务中心 3楼会议室内，来自市人民法院的胡
玲玲正在给“学生”们上课，讲解刑法相关方
面的法律知识。这些“学生”是服刑人员，但他
们不用在高墙内服刑，而是在社区里完成改
造。他们是社区矫正人员。

社区矫正是怎样进行的？矫正对象心理
状态如何？记者通过和社区矫正人员、矫正
工作者的直接接触，了解到社区矫正的真正
内涵。

高墙外学会感恩

采访中，记者见到了来司法所请假的小
陈，她高高的个头，纤瘦的身材，说话柔声细
语，着实让人难以将她与“犯人”联系在一
起。

今年 23岁的小陈，在很多人的眼里，是
个乖乖女，不仅学习优异，而且家庭条件优
越，理应前途无量。她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4年 12月的一天晚上，在南京某公司实
习的小陈成为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在
要离开的那一刻，她看见办公室内有一包裹，
便鬼使神差地搬回了家。事情很快败露，因为
包裹内的物品价值上万元，小陈被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2年缓刑3年。

判刑后没多久，小陈便来到了高邮司法
所，开始了她高墙外的服刑———社区矫正。回
想起刚来司法所的情形，她告诉记者，当时工
作人员跟她说“犯错不要怕，只要真心悔改，
一切都来得及”这句话时，她非常感动，暗下
决心好好“服刑”。2年以来，小陈相对是自由
的，每天在家吃饭、睡觉，继续在学校读书。同
时，她又是不自由的，每周要进行一次电话汇
报，每半个月要到司法所汇报一次，每月要写
一份思想报告，离开高邮时必须请假……

“判刑后很害怕，那时候，我还是在校大

学生，感觉天都塌了，当时最害怕学校和同学
知道这件事。”小陈说，自己担心的事并没有
发生，她和正常人一样，上学、毕业、找工作。
如今，她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还有 1年矫正
期满，她将迎来新的人生。

50多岁的老刘是一名假释人员，第一次
到司法所报到时，他感觉一片茫然。20年的
牢狱生活，已经让他对家乡感到陌生。此时，
他没有朋友，没有工作，甚至连容身之所都
没有。

在社区矫正期间，工作人员帮助老刘寻
找家人、联系工作、安排住所，帮助他重新融
入社会。在每月的思想汇报里，老刘这样写
道：“监狱的生活让我失去自由，社区矫正让
我重新走上社会，没有社区、没有矫正工作人
员，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高墙外我学会了感恩，我没有被社会抛弃，
我要重新做人回报社会。”

“手机定位”构筑“电子墙”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每一位社区矫正人
员的手机都被“定位”，这只“电子眼睛”随时
佩戴在矫正人员身上，且不得关机、停机。“手
机定位”构筑了“电子墙”对矫正人员进行实
时监管。

因罪被判缓刑的社区矫正人员小陈的
定位手机一直带在身边，24小时开机，如果
他离开高邮，司法所工作人员立即就能发
现。因此，他如果有事确需离开高邮，必须先
找工作人员开“社区矫正对象准假通知单”，
回来后及时销假。“定位手机对我们起到了
约束作用，私自外出是不可能的。”小陈说，

“过两天我要到南京检查身体，已经提前开
好请假单了。”

社区矫正系统平台上，大致分为定位管
理、实时定位、越界报警、轨迹查询等区域。在

工作人员的操作下，记者发现，“手机定位”详
细记录着矫正人员 24小时的活动方位、行动
轨迹。如果他们违反了规定，立即就会被发
现，工作人员将会与其联系，要求说明情况。
因此，社区矫正人员享有的只是相对的自由。
在他们领到的《社区矫正告知书》里有这样一
些规定：矫正对象每周要向司法所电话汇报
一次，每月见面汇报一次，并递交书面材料，
离开住所区域时必须经批准，每月还要参加
集体教育和公益劳动。

接收、填写基本材料、第一次谈话、监督
教育管理、期满、整理归档、报送，这是高邮司
法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过程，而每一个过程
又被分为若干项细小的流程。在高邮司法所
办公室内，记者看到，每一位社区矫正人员
都有一只厚厚的档案袋，档案袋内装的社区
矫正人员的基础材料包括：每一次谈话记
录、每月的思想报告、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
汇报等。“社区矫正工作繁琐，程序比较复
杂。”高邮司法所所长陈士坡介绍说，社区矫
正人员被分为严管、普管、宽管；相对于普
管、宽管人员来说，严管人员每月书面思想
汇报不少于 2次，每月必须参加一次学习
等。记者了解到，对于不遵守社区矫正管理
制度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行政机关会依法
提请法院撤销缓刑建议书，也就是说，即使
正在接受社区矫正，也有可能被重新收监。
近年来，我市也出现了社区矫正对象被重新
收监的例子，这既展现了社区矫正执法的威
严，又给其他社区矫正人员敲响了警钟。

矫正工作需形成社会合力

如果不深入了解，很难想象在我们周围，
就生活着这样一批因罪获刑的人。我市于
2005年 4月启动社区矫正工作，截至目前，
全市在册社区矫正人员 478人，社区矫正执

法人员29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 32人，社
区矫正志愿者 524人，每个司法所至少有一
名政法专编人员从事社区矫正执法工作，社
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社区服刑人员比例达
1:15，符合省厅标准。

由于管控工作开展到位，我市社区矫正
人员重新犯罪率一直稳定保持在省控线以
下。尽管如此，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市社
区矫正人员再次犯罪重新收监的案例也偶有
发生。陈士坡坦言，虽然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开
展较早，在矫正工作过程中也体现了人文关
怀，但仍有一部分人提到矫正人员就敬而远
之。社会如果不敞开胸怀来帮助和接纳他们，
极有可能导致他们再次走上歧途，对社会造
成更大的危害。

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最怕被别人说他是
犯过罪的人，最受不了周围有人对他指指点
点。矫正人员小刘这样说：“我曾给一些人带
来了伤害，走错了路；现在，我真诚悔过，希望
周围的人能够理解我，给我机会，有一个能够
接纳我回归的环境和氛围。”“刚接受社区矫
正那会儿，每当生活、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多
多少少就会思想不稳定，只要有人在工作中
和我配合得不好，就觉得别人在歧视我，怀疑
别人在背后说我是‘劳改犯’。”社区矫正人员
小高说道。“必须对他们心理上给予足够的关
爱。”陈士坡告诉记者，他手里有几十本厚厚
的资料，记录着矫正人员每一次谈心情况、每
一次变化等。

社区矫正人员分布在各个社区，生活中，
他们大多数还在隐藏着自己。一些社区矫正
人员虽然犯过罪，但很多都是罪行较轻的初
犯、过失犯，他们渴望能得到公平对待。社区
矫正工作需要大家更多的关心、社会更大的
合力，人们应该以平常的眼光看待他们，帮助
他们脱离犯罪环境或犯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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