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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法作出处理提供依据。
长沙市社区矫正工作

于2007年10月起在岳麓区、
天心区、长沙县的12个乡镇
试点。截至今年11月，全市
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
8300余人， 累计解除矫正
4800余人，在册社区矫正人
员3500余人。县级司法行政
机关在接受矫正对象前，都
会实施审前社会调查评估，
了解被告人犯罪深层次的
原因，评估监外执行不会再
次犯罪，才会接收。矫正对
象报到后，司法所都会进行
严格管理，并免费为社区矫
正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就
业服务，对生活困难并符合
低保条件的人员，还将帮助
其申请低保。

一起非典型个案引发的深思

大多数社区矫正对象在
监外服刑期间， 都能像秦雄
一样遵纪守法，有的还当了
老板和企业高管。 但也有少
数人不服从社区矫正管理，
有的甚至继续违法， 比如芙
蓉区矫正对象张远因为再
次放高利贷被收监。 这是一
起非典型个案，但折射出社
区矫正力量薄弱等问题，值
得各界关注。

家 住 芙 蓉 区 的 张 远
2010年期间因多次放高利
贷，并采用暴力方式收债，被
判处有期徒刑。 后来因为他
患有肾病，被允许保外就医，
接受社区矫正。 这意味着他
可以继续正常生活，但不能
离开长沙， 每月要去当地司
法所报到，并且定期参加相
关学习。

接触过张远的人， 对他
的印象都不错： 他看起来很
和气，不爱说话。每次到司法
机关谈话， 他都表现出悔过
的态度，在学习心得上写了
很多反省的体会， 让人很难
将他与放高利贷的恶霸联

系在一起。
张远经营一家酒楼，经

济条件不错， 大家认为他没
理由再次放高利贷。

然而不久前警方接到报
警，称张远再次放高利贷，并
采用威胁他人的方法收账。
在查证张远违法矫正规定
后，他在今年7月被再次收监。

对张远再次违法的动
机， 芙蓉区人民检察院办案
人员分析， 这可能是一种习
惯，但也只是推测。

张远所在街道的司法所
仅有两名工作人员， 却要管
理40名左右的矫正人员。管
理内容包括打指纹卡报到，
还包括定期的学习和谈话。
除了社区矫正外， 司法所还
承担有法律援助、法制宣传、
调解纠纷等多项职能。 因为
日常工作繁忙， 两名管理者
要管理好40多名社区矫正
人员，难度非常大。

“也许张远真正需要的
是一名心理医生。” 检方认
为。 在国外不少罪犯会接受
心理矫正， 这样可及时监控
到罪犯的心理状况并进行干
预。但在芙蓉区，能进行心理
干预的只有一名警察。

其实不仅是芙蓉区，在
湖南很多县（市）区，都存在
社区矫正力量严重不足的情
况。

检方认为， 目前要改善
社区矫正的硬件和软件水
平，还有一个过程。不过检方
希望借此案例提醒其他社区
矫正人员，如果再犯，那么就
会坐牢。

“法律政策的宽容并不
等于纵容。如果社区矫正人
员将社区矫正误认为重获
自由而为所欲为，则可能因
违反监管措施受到法律的
惩处。对不服从管教，屡次
违反监管规定的社区矫正
人员， 符合收监执行条件
的，可以再次收监。”长沙市
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局长

李喆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
全市共发现有社区矫正违
法或不当情况者260人，矫
正中心对这些人都提出书
面和口头纠正意见，其中15
名有违法行为或非法获得
监外执行的罪犯被再次收
监，所以至今未出现脱管漏
管和重新犯罪情况。

一组让人既喜且忧的数据

除了矫正力量不足，矫
正人员求职难是矫正工作面
临的另一大难题。

据长沙市司法局统计，
社区矫正人员目前找到工作
的占80%以上。 这个80%来
之不易， 是各级政府和爱心
企业长期努力的成果。 但剩
下不到20%的就业困难群
体，更值得社会各界关注。因
为其中不少人普遍年龄较
大， 健康不佳， 文化程度偏
低，生活比较困难。

12月8日上午， 记者在
天心区一家企业见到了矫正
人员李小强。 虽然当保安很
辛苦，收入不高，但45岁的
他很知足。 这是他在长沙市
司法局的帮助下才找到的一
份工作。

“出狱一年多时间来，我
到处找工作， 面试了十多次，
但每次都因我的特殊身份被
拒绝。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出
路在哪。”李小强曾失足入狱，
2012年9月因表现良好，到社
区接受矫正管理，却因一直找
不到工作而烦心不已。

今年10月24日上午，市
司法局、 市人社局等部门联
合举办了一场特殊招聘会，
68家企业应邀进入雨花区
市民广场， 针对社区矫正人
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提供了
202个各类岗位。当天上午，
李小强向前来招聘的企业吐
露心扉，诚心求职，顺利找到
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当天入场应聘的人员有

近千人，通过双向选择，共有
128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达
成用工意向。 这份成绩单值
得骄傲， 但很多找到工作的
人员都坦言求职不容易。“现
在很多单位招聘员工， 都要
求到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无
犯罪记录证明’，这纸证明让
我失去了不少工作机会。”讲
起以前找工作的艰难， 李小
强感慨万千。

来自天心区的王锦此前
找工作多次碰钉子， 面对社
会中存在的偏见和歧视，他
只得无奈接受。“现在帮朋友
看麻将馆， 虽然工作不那么
固定，但还能保证糊口。”

家住开福区湘雅路的
刘庆没有参加这场招聘会，
他不是不想去，而是身体太
差， 去了也没有单位要。“我
前几年因为消防责任事故罪
被判了5年徒刑，后来因健康
原因改为监外执行。 我只有
小学文化，又患有多种疾病，
没有单位愿意聘我。 现在我
和妻女借住在姐姐的一套
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女儿
读高中了。 老婆每月打零工
挣的1000来元，是一家三口
的全部收入。”

考虑到刘庆生活困难，湘
雅路司法所所长余建新和街
道办领导多次上门看望慰问，
帮他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

像刘庆这样的就业困难
户，虽然不到总数的20%，但
大多贫困，就业难度也更大。
目前政府已经为他们申请了
低保或提供困难补助， 避免
他们因生活困难再次犯罪。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
中社区矫正人员都是化名）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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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是一种人性化服刑方
式，主要是让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
继续监禁的罪犯离开高墙， 脱下囚
服，见到亲人，进入社会过上正常的
生活。很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都谈到，矫正人员最怕被
别人说是罪犯，最受不了周围人的指
指点点。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与
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从社
区矫正的工作实践来看，他们要真正
把自己当普通人看， 还是很困难的。
对这些社区矫正人员来说，回归社会
最大的障碍并不是别的，而是他们自
己的内心世界。“心病” 还需“心药”
医，“心理矫治”在社区矫正的各项工
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由于社区矫正机构不健全、专业
社区矫正人员匮乏，法制教育和“心
理矫治”在不少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加
强。望麓园司法所多方“纳贤”，给矫
正人员“矫心”的做法值得其他机构
借鉴。该所经常邀请专业人士给矫正
人员上课，来上课的既有湖南师范大
学法律义工和律师， 也有长沙十佳
“五老”之一何孟霞。这些志愿者平时
经常到街道和矫正对象谈心，规劝他
们正确对待人生挫折，动员他们定期
到社区孤寡老人家中聊天做家务，唤
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不少矫正人员
在接受教育后， 走出了心理阴影，积
极工作或自主创业，自觉做一个遵纪
守法的公民。

社区矫正不仅仅是司法行政机
关的工作，社会各界应该为矫正对象
改造营造良好氛围， 消除各种歧视，
帮助矫正人员改造，切实解决他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社会
帮助这些失足人员感受社会温暖，重
树信心重新做人， 避免再次犯罪，不
仅是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帮助我们自
己。

矫身更在“矫心”
□甄荣

互动

邀请您来帮助社区矫正人员

由于社区矫正力量匮乏， 长沙市
司法局联合本报呼吁更多专业人士加
入“心理矫治”队伍，帮助社区矫正人
员提高法制素养，重树生活信心。有意
者可以拨打本报新闻热线96258或@
甄荣三湘华声（新浪微博）报名，为社
区矫正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12月9日，天心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给两名刚接收的矫正人员举办法律知识考试，让他们接受入矫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