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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离不开普法宣传。

“通过VR切身感受酒驾的危害性，以后在驾驶过

程中我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

妄为了。”体验了VR反酒驾教育后，矫正对象张某由衷

地说。

2019年，全国首个“社区矫正VR警示教育”基地

在台州市黄岩区社区矫正中心落地建成，教育社区矫

正对象有了新路径。中心先后开发上线了VR反酒驾

教育、VR毒品危害教育、VR缉毒体验教育、新冠病毒

科普、矫正人生微电影、红色教育、VR心理放松教育

等10余个作品。社区矫正对象通过VR终端设备进

入虚拟场景，切身感受监禁刑罚和社区矫正的区别，从

而更珍惜在社会上服刑的机会，大大提高学习教育

效果。

今年以来，全省还掀起了学习社区矫正法的高

潮。6月28日，省政府举行社区矫正法新闻发布会；7

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了社区矫正法实施

后全国首例社区矫正对象减刑案——湖州市社区矫正

对象在缓刑期间三次逆行、奋勇救火而获减刑，在全国

产生较大反响；浙江新闻三分钟学法栏目发布《漫“话”

社区矫正法》；绍兴市创作全国首本宣传绘“小蕉回正

途”，并制作成抖音视频，开展全天候、全覆盖宣传；金

华市在广播电台发布“你演绎我解读”情景剧，聘请专

业的法律英语翻译，为全市列管的外籍社区矫正对象

普及社区矫正法；湖州市推出“社区矫正云课堂”系列

视频4集，派驻民警变身“普法达人”，播放量达10万

次。这些宣传入耳入心，大大提高了群众参与和谐社

会建设的热情，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

“社区矫正是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

要内容，肩负着把罪犯教育改造成守法公民、预防和减

少再犯罪的责任，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要作

用。”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局局长彭磊表示，省司法厅将

全面加强社区矫正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社会化建

设，推动社区矫正工作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进一步提升，为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建设贡献力

量。未来，浙江还将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协作，提升社

区矫正一体化水平，为长三角地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

浙江样本。

创新社区矫正模式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葛白

如何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对社区

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实

现社会平安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对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大

考验。一直以来，浙江社区矫正工作

以司法行政力量为主导，社会力量有

效配合，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走出了一

条具有浙江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有

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为平安浙江、法

治浙江建设作出了有益探索。

“党建+”模式线上线下精准矫正

社区矫正是一项社会化的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

积极参与。

“谢谢你李老师，多亏你帮我做通了思想工作，我

一定好好配合，积极改过自新。”社区矫正对象秦某一

再向结对帮扶的李老师表示感谢，谢谢李老师在他迷

茫的时候为他进行心理疏导，甚至还帮他找了一份合

适的工作。

这种场景在宁波北仑的“红领之家”时常出现。由

1000多名党员组成的“红领之家”社区服务站除了为

困难人员提供义务帮助，还把目光聚焦在了社区矫正

对象身上。党员们主动和社区矫正人员编组，一起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一对一结对帮扶，用“红领”的正

能量激发矫正人员心中的“善”。2014年以来，“红领

之家”通过专业化、品牌化、多样化的一对一式矫正工

作模式，实现了社区矫正人员脱管率、再犯罪率均为零

的目标。

借助丰富的党建管理资源、服务资源，红船起航地

嘉兴成立的“先锋助矫”党员志愿者服务队伍成为了当

地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嘉兴，从党群服务中心到“红立方”党员志愿服

务驿站，甚至文化礼堂、党员先锋站等地都建有“矫正

驿站”。当地通过培育“先锋助矫”党员志愿者带头人

和群众骨干，建立“先锋助矫”个人工作室，设置党员志

愿服务岗，把“先锋助矫”教育帮扶工作延伸到家门

口。目前，嘉兴市共组建“先锋助矫”帮教团队82个，

招募“先锋助矫”党员志愿者1.8万余人，受到群众的

好评。

除了夯实线下教育帮扶平台，嘉兴还将“先锋助矫”

纳入“智慧矫正”工作体系进行统筹推进，并以桐乡为试

点，研发“先锋助矫”掌上平台，探索建立联动协同、精准

认领、积分管理等10余项工作机制。今年10月，“先锋

助矫”微信小程序——“桐心矫”在桐乡上线运行。程序

通过设置精准结对、精准就业、咨询解答、精密智控四大

场景，根据矫正对象需求智能匹配，精准认领并落实帮

扶，确保实现“先锋助矫”活动的精准智控。

“这些方式有效帮助矫正人员解决了再就业问题，

让他们生活有出路、就业有门路、生活安稳有着落，从

而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嘉兴一基层司法所长感慨

地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率永

利表示，社区矫正工作事关千家万户，浙江将全力打造

浙江特色“修心教育”品牌，突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参

与专业性和制度化，推广“先锋助矫”经验，深化社区矫

正阳光志愿者行动、“巾帼助矫”等，构建政策引导、部

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化帮扶机制。

“智慧+”模式实现数据共享协同

先锋引领、社会参与为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基础，

而信息化技术则为社区矫正工作装上了新引擎。

“我们是桐乡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大队的工作人

员，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桐乡市行政区

域，且不听从返回指令，现在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这是桐乡市社区矫正中心正在处置一起社区矫正

对象不假外出突发事件。能够实现在1小时内就发现

并对事件进行处置，得益于桐乡市司法局的“智慧矫

正”建设。

在桐乡市司法局智慧矫正中心内，人证三合一验

证终端、自助报到机、执法仪、司法E通等硬件设备一

应俱全，可以实现监管、执法、核查24小时无死角。同

时，依托社区矫正管理平台建立法治联盟链，打通政法

一体化通道，实现矫正对象从入矫到解矫全流程、全时

段网上流转，网上监管。天网工程、雪亮工程、电话机

器人等信息化手段，让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

管帮扶更精准、更快捷、更智能。

这只是全省智慧矫正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1日，

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对我省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为此，浙江积极构建“智慧矫正”体系，着力

提升社区矫正科学化水平。例如探索建立全维度、智

能化的赋能数据层，提升社区矫正业务效率，实现数字

化转型；探索建立全时空、立体化的精密智控层，深化

“智慧矫正中心”创建，研发应用“云雀”信息化智能监

管系统，形成“天地一张网”监管指挥态势；探索建立系

统性、预见性的风险防控层，发挥“智慧矫正联合实验

室”作用；探索建立时效快、交互佳的智慧办案层，深入

推进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建设，推动案件流转无纸化，

提升执法办案效率。截至目前，全省部门协同办案达

1.5万余件。

“宣传+”模式为社会平安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