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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自由强敬畏
心存警戒塑新生

本报讯（记者 肖玥）“高墙、
电网、铁门……当这些符号化的
监狱标识真正出现在我的眼前
时，我内心感到十分的不安和压
抑，那一刻对高墙内外的巨大差
异有了切身体会，第一次感受到
我与戒备森严的高墙竟一步之
遥……”与往常接受的学习教育
不同，在这一次的社区矫正对象
思想汇报中，社区矫正对象张天
（化名）写下了比以往感触更深
刻的心得体会。

为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对
象的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有效
提升教育矫正质效，筑牢社区矫
正对象遵纪守法思想根基，近日，
包头市司法局组织 50 余名在册
社区矫正对象，前往包头监狱开
展警示教育活动。

随着监狱厚重的铸铁大门
缓缓开启，庄重威严的气氛扑面
而来。在监区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全体社区矫正对象有序列队，
实地参观了监狱服刑人员学习、
劳动及生活场所，亲眼目睹了在
押人员的生活环境和改造情况，
听取工作人员讲解监规监纪和警
示教育典型案例，“零距离”感受
在押人员失去自由的生活。

活动中，包头监狱教育科
科长周欣向全体社区矫正对象
详细介绍了监狱服刑人员食宿、
劳作、三课教育等情况，让社区
矫正对象算清经济账、亲情账、
自由账“三本账”，提醒其明晰身
份定位，增强遵规守法意识，做
到心中有“尺”，行为有“戒”，并
强调要严格遵守社区矫正相关
监管规定，加强法律知识的学
习，珍惜社区矫正机会，争取早
日完成社区矫正。

“通过‘墙内’与‘墙外’的对
比教育，有效提升了社区矫正对
象的身份认同、在矫意识和法治
意识，也极大增强了社区矫正刑
事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筑牢
了社区矫正安全稳定的‘铜墙铁
壁’。”包头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
理支队支队长施亚军介绍，社区
矫正法实施 5 年来，包头市司法
局以提升教育矫正质量为核心，
不断创新社区矫正工作思路和
方法，注重利用重要时间节点，
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专题教育，
着力提高教育矫正的精准性，切
实筑牢社区矫正安全防线，为构
建平安和谐包头持续贡献法治力
量。

“勇士的力量”
内蒙古见义勇为事迹巡回报告会震撼开讲

本报记者●郭星宇●白文飞

近日，由内蒙古见义勇为基金会主办的“勇士的力量”内蒙古见义勇为事迹巡

回报告会在呼和浩特拉开帷幕。首场宣讲通过真实感人的英雄事迹，生动展现了见

义勇为者的崇高精神。报告会上，马玉彬、高超、韩冰、谢明、徐志明、林青等见义勇

为代表，以及牺牲英雄额尔登苏乙拉的家属代表，讲述了他们英勇无畏的感人故

事。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的见义勇为英雄们，用行动诠释了人间大爱。

马玉彬
“自治区首届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2024年 4月 20日 18点 30分左右，马玉彬开
车载着朋友仝伟行驶至呼和浩特市生态路大青
山文化公园附近时，看见有人正在围观一辆侧翻
的白色轿车，随即，他停下了车，看见车头冒着
烟，窜着火苗。当听说车里有人时，马玉彬冒着
车辆随时会爆炸的危险，用手肘击碎挡风玻璃，
和仝伟一起把车上的女子救了出来。没多久，他
们就听见车辆的爆炸声，整个救人的过程仅仅用
时60秒。

高超
“自治区首届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事情发生在 2022 年的初冬。那天，天气特
别冷，戈壁滩上的风打在脸上，像砂纸蹭过一样。
早上9时，高超开车路过阿拉善盟阿左旗柳树沟水
库的时候，听到有人大声疾呼“有人落水了”。危急
时刻，高超跳入刺骨的冰水中，忍着针扎般的疼痛
拼命游向落水者，他死死抓住落水者的衣服，拼尽
全力游向岸边。等落水者缓过劲儿来，高超穿着结
满冰碴儿的衣服已经悄悄离开。

韩冰
“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2024年6月25日傍晚，兴安盟扎赉特旗音德
尔镇某小区的一座居民楼传来爆炸声。正走在
回家路上的韩冰，安顿好妻子和孩子，朝着出事
地点跑去。当听到一位母亲发出“救救孩子”的
呼喊后，韩冰直接冲进燃烧的楼里，把已经扭曲
变形的防盗门踹开一条缝隙，侧身挤了进去，找
到蜷缩在角落里的小女孩，抱起女孩快速跑到楼
下。此时的小女孩哭着告诉他，对门还有个男
孩。于是，他做了一些防护后，再次冲进火中，小
男孩也得救了。

谢明
第十二届“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

2013年5月9日22时许，谢明走在回家的途
中，遇到正在实施抢劫的歹徒。他不顾安危，让
受伤的受害人去报警，随后，冲向急于脱身的歹
徒。打斗中，他被穷凶极恶的歹徒接连刺中，此
时的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想着绝不能让
歹徒跑掉，终于找到机会，把歹徒摁倒在地。赶
到的警察制服了歹徒。看到歹徒被抓，满身是血
的谢明昏了过去。他被送往医院救治，醒来后的
第一句话却是“那个受伤的小伙子咋样了？”。

徐志明
两次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

徐志明今年已经 73岁了，下过乡、做过保卫
干事、还当过刑警。无论在职还是退休，他把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

路走来，他亲手抓了 556 个歹徒，救过 17个重伤
员。为此，徐志明的身上也留下了 50多处伤疤。
他的老伴儿从开始的不理解、担心，到如今与他
一起并肩作战。因此，他们的家庭被评为“全国
文明家庭”。徐志明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只要
我还能动，遇到不平事，该出手时还出手。”

林青
“自治区首届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林青退休前是通辽市的一名环卫工人，他的
工作范围是辽河公园，每天在河边转悠，除打扫
卫生还跳河救人。2018年 4月下旬的一天，他从
冰冷的河水中救出两个跳河的小姑娘；2020年 5
月 14日，他在湍急的河水中救出落水的女孩；同
年，他从水中救出一位轻生的男孩儿。常年救人
的林青，早已练出火眼金睛。面对想轻生的人，
他总是跟在身边劝慰，直至他们放弃轻生的念
头。他说：“只要我还能走动，这河畔的守望就不
会停。”

额尔登苏乙拉
“自治区首届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2024 年 1 月 24 日那天，41 岁的额尔登苏乙
拉像往常一样，顶着暴风雪外出救援被困群
众。救援中，他的拖车绳断裂，飞出的拖车钩击
中了他的头部。他的妻子塔布娜站在报告会的
舞台上泪流满面，她说：“丈夫用最壮烈的方式
诠释了什么叫见义勇为，他的故事就像一盏永
不熄灭的灯，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了他人。”额尔
登苏乙拉留下了悲痛欲绝的妻子和一双失去父
亲的孩子，但他舍己救人的精神永远留在了草
原人民心中。

希德夫
“自治区首届见义勇为勇士榜”上榜勇士

2024年5月13日，希德夫和妻子正在杭州西
湖游玩时，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他立即
出手相救，以教科书般的方式救出落水女孩。当
他的救人视频在网上热传时，希德夫说：“真没想
到会引发这么大的关注。”1998年，他和另外 7位
伙伴一起成立了海拉尔冬泳协会，目前该协会已
经有近百名会员。2018年 6月，他们又在协会基
础上组建了海拉尔区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服务
队。这些年，服务队累计完成120多次救援任务，
救助了 100多人，并打捞了 80多位溺亡者。当被
人问到什么是见义勇为时，希德夫说：“见义勇为
就是看到别人有难时，心里那股‘不能不管’的劲
儿。”

据悉，报告团将从6月28日起开展为期半年
的全区巡回宣讲，深入各盟市的企业、学校、社区，
通过讲述英雄故事、弘扬社会正气，推动形成崇尚
英雄、学习英雄的良好社会风尚。

让社区矫正工作
既有“法度”又有“温度”

包头市东河区司法局南门
外司法所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
积极探索、规范执法，坚持监督管
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通过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帮助社区矫
正对象重塑自我、回归社会，为维
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司法力量。

“管得住”上有力度
南门外司法所严格落实日

常监管措施，根据社区矫正对象
的性别、年龄、职业、犯罪类型、悔
罪表现等情况，制定个性化矫正
方案，实施“分类管理 个别化矫
正”，不断强化教育矫正的针对
性、靶向性；通过定期组织报到、
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和公益活动，
强化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
管；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掌握社
区矫正对象的行动轨迹，对违规
行为及时发现、严肃处理，绝不姑
息迁就；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对存
在高风险倾向的社区矫正对象进
行重点管控，有效防范重新违法
犯罪，着力维护社会稳定。通过
一系列的措施，实现了社区矫正
对象无脱（漏）管、无重新犯罪。

“帮得到”上显温度
面对社区矫正对象在入矫

时普遍存在迷茫焦虑等情况，该
所工作人员改变传统“监管者”形
象，主动以倾听者姿态融入矫正
对象的生活，认真倾听他们提出
的各类问题，从这些问题中挖掘
深层次需求，深入了解他们在生
活、思想和心理等方面的困境，积
极协调相关部门为其提供帮助。
对于就业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

该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提供就业
信息，推荐就业岗位，并对家庭生
活困难的，协助申请社会救助和
帮扶。此外，该所邀请专业心理
咨询师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
教育，缓解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压
力，重塑其健康心态和正确的价
值观。通过这些暖心举措，让社
区矫正对象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
包容，增强了他们改过自新、回归
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矫得好”上有精度
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不同

情况，该所实行“一人一策”矫正
个案制度。对于存在认知偏差、
情绪抵触的矫正对象，工作人员
通过耐心倾听、深入家访，以真诚
态度化解其内心隔阂，引导他们
正确认识自身行为；对于家庭关
系紧张的矫正对象，该所组织开
展“亲情对话”活动，帮助其修复
家庭关系，让他们重拾生活信
心。同时，在社区矫正对象入矫
时，清晰明了地向其宣告社区矫
正相关管理规定，明确监管底线，
并定期组织开展社区矫正教育讲
座，详细解读法律条款，明确社区
矫正对象行为边界。通过这些方
式，让矫正对象深刻认识到法律
的严肃性，促使他们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心存敬畏，积极改造。

社区矫正绝非冰冷的管束，
而是用专业与温度铺就的重生之
路。下一步，该所将通过严格规
范的管理维护法律尊严，以暖心
贴心的服务传递人文关怀，不断
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效。

（东河区司法局供稿）

看法治走进包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