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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项目“十百千”工程巡礼——

“良方”激活社区矫正“一盘棋”
包头市司法局构建社区矫正工作新格局

本报记者●肖玥

2月28日，为迎接 2023 年全国两会胜
利召开，扎实做好各项维稳安保工作，全力
落实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
措施，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包
头市司法局四级调研员武钢带队，由社区
正管理支队、警务督察科组成专项工作组，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随机抽选各旗县
区司法局（科）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及所属司
法所，按照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了解、
实地走访等方法，开展了全市社区矫正维
稳安保工作督导检查。

节点护航保平安。“人防+技防”举措
并行，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研判、大整
改”活动、社区矫正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圆
满完成“一节两会”、党的二十大等重要节
点维稳安保工作，无人员脱漏管，为平安建
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严格管理守平安。落实日常动态管
理，日签到、周定位、月汇报等日常管理制

度，确保社区矫正对象不脱管、不失控；实
施考核奖惩办法，每月考核评分、每季度阶
段矫正效果评估，确保矫正效果；对新入矫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风险评估，对在矫人员
进行阶段矫正效果评估，对解矫人员进行
总体矫正质量评估。

专项行动创平安。包头市司法局与
市公安局反诈专业分局联系配合，采取线
上线下集中案例教学的方式，开展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教育。对涉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类社区矫正对象，
结合其心理特点、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具
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教育、心理干
预，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派驻民警助平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
体制的决策部署和司法部《关于推进刑罚执
行一体化建设的通知》精神，结合自治区司
法厅《全区戒毒人民警察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制定《监狱、戒毒人民警察
派驻社区矫正机构管理办法》，遴选戒毒人
民警察派驻旗县区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参
与社区矫正工作，借助戒毒民警专业知识、
职业素养、身份震慑等优势，协助社区矫正
工作人员开展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接收、宣
告、监督管理、集中教育、调查走访和解除矫
正等工作，工作开展以来效果显著。

“社区矫正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
一项重要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帮扶
措施上用功，在队伍建设上发力，把社区矫
正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新成效。”包头市司
法局社区矫正管理支队支队长施亚军表
示，站在新的起点上，包头市司法局将持续
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落实落
地见真章，做到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专业
化、法治化，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包头、法治包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压实责任筑防线

近年来，包头市司法局将

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法治为民、法

治包头建设的一块重要“压舱

石”，认真落实规范化、精准化、

智能化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平安

建设任务目标，全力落实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

项措施，探索创新管理服务方式

方法，扎实推动全市社区矫正工

作提质增效。

4月14日，包头市召开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十百千”工程

首批示范项目授牌暨现场观摩

推进会，包头市司法局“社区矫

正对象服务管理”项目被命名为

包头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十百千”工程示范项目。

智慧矫正赋新能
打开社区矫正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

只需点击鼠标，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快速找
到所需要的档案，实现了档案查找由原来

“逐页翻阅”向“一键搜索”的转变；一份档
案通过复制、下载、网络传递等方式，在同
一时间、不同地点，可以多部门共享；系统
可以智能分析统计出犯罪类型、罪名情
况、罪犯比例、年度矫正等情况，还可智能
生成案卷编号、识别案卷类别，改变了过
去立卷、归档、查找的困难，减轻了工作人
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档案管理的工作效
率……

2021 年 8 月，包头市司法局研发建成
了社区矫正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社区矫
正档案管理由此迈进了“智慧”新时代。

“社区矫正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
设，旨在进一步推进全市社区矫正工作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设，对社
区矫正对象实施立体监管，防止社区矫正
对象脱管漏管问题发生，消除安全风险隐
患。”包头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支队副
支队长崔志月介绍，包头市司法局结合社
区矫正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专题立项
研究并制定下发了《包头市社区矫正对象
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投入经费 13 万元聘
请了第三方软件研发公司，建成了自治区
首家社区矫正对象档案数字化管理系
统。同时，为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档案数字
化管理系统操作使用，社区矫正管理支队
组织各旗县区社区矫正专职档案管理人
员，进行了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操作方法
的培训，有力地提升了档案管理人员快速
掌握和运用数字化管理技术的能力。

“社区矫正档案分管理档案和执行档
案，管理档案由各司法所整理，执行档案
由社区矫正大队整理，给统一归档带来了
很大的工作量。”崔志月说，数字化档案管
理系统实现了社区矫正对象纸质档案和
电子档案的同步完善，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极大地减轻工作人员工作量的同时，
为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监管教育、有效预防
重新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

“李哥，从今天开始，我就成年了！谢
谢你，以后看我表现吧……”一大早，东河
区司法局西脑包司法所所长李宁接到了社
矫人员凯乐（化名）的电话。这天是凯乐18
岁的生日，对他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全新的
开始。

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凯乐因犯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大约一米六的身高，一脸稚气，言谈
举止透露着叛逆……”回忆起第一次见到
凯乐的场景，东河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
特聘心理咨询师武玉荣说。除此以外，给
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凯乐身体大面积的纹
身。然而也正是纹身，成为武玉荣走进凯
乐内心世界的第一把“钥匙”。

“当老大就得有很酷的纹身，只有这
样别人才能服我。”当被问及纹身的寓意

时，凯乐脱口而出。这个原本不服管教的
未成年社矫人员第一次不再抵触坐在自己
对面的所长和心理辅导老师。

经司法所工作人员多次走访了解，发
现幼年时父母离异，父母的疏于管教让凯
乐逐渐养成惹事打架的恶习。针对凯乐的
情况，司法所工作人员将凯乐与其他成年
社矫人员分开管教，制定一对一社矫方
案。另一边，武玉荣“借力发力”，通过与凯
乐的父亲多次沟通，让其对儿子充满失望
的态度发生转变，与工作人员一起帮助凯
乐重回正轨。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两年半的时间
让凯乐犹如“脱胎换骨”。如今的凯乐与爸
爸一起生活，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业
余时间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对未来充满了
期许……他的“蜕变”是为自己送上的最好

“成人礼”。
以人为本、矫“心”正行，方为“治本”

之策。一直以来，包头市司法局全面实施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扶持的三位一
体帮扶机制，以心理服务工作为突破点，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管理教育采用“思
想教育+个案矫正+心理矫治”的模式，开
展专项心理矫治，并发挥妇联、教育局、专
业社会组织等力量，主动与家人沟通，引
导其家庭成员以身作则，督促履行监护义
务，重点强化家庭教育感化作用；按照自
治区司法厅、市司法局各项任务部署，在
各旗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成 10 个心理矫
正室，各司法所设置心理咨询室。各级社
区矫正机构有 20 名工作人员具有心理咨
询资格证书，为日常开展心理教育、心理
咨询奠定了基础。

矫“心”正行促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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