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缝对接”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

2016 年，区司法局以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

紧紧围绕维稳综治工作大局，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最大限度预防和减

少刑满释放人员（下称“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由于长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许多刑释人员出来后都难以适应

和融入社会，如果衔接不到位、安置帮教不及时，很容易再次走上违

法犯罪道路。”区司法局安置帮教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抓好衔接

工作是做好刑释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关键。

提高安置帮教工作队伍人员业务素质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高我区安置帮教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让他

们充分掌握日常安置帮教的业务工作和司法部刑释解教人员信息管

理系统操作使用技能，及时高效完成安置帮教信息录入任务，去年3

月，区司法局组织各镇（街）司法所及安置帮教的专职工作人员举办

了一期安置帮教工作业务培训班，并邀请广州市司法局基层工作指导

处人员作专项培训，培训效果良好。

推进基地建设

促进刑释人员就业

该负责人说，安置帮教工作最大的困难是刑释人员的就业安置问



题。为此，区司法局以抓好衔接为开端，以抓好安置为突破口，扎实

推进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各项工作。

为解决刑释人员的就业安置问题，使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目

前，我区有经市审核并颁发牌匾（证书）的特殊人群过渡性安置基地

4个，先后安置刑释人员61人就业（现仍有16人在基地安置就业）。

自2003 年 5月起，我区依托社会企业建立起特殊人群过渡性安

置帮教基地，解决有需求的刑释人员安置就业问题。如从化利通综合

五金电子厂一直承担着接收安置刑释人员就业的重任，自安置基地成

立以来，先后接收安置刑释人员 45人；广州市竹下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也是我区特殊人群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于2014 年 12 月成立。区

安置帮教办协同流溪河林场安置帮教办，与区人社局、区地税局等相

关职能部门为该公司办理企业税收减免手续，并安置了6名刑释人员

就业。

重点跟踪未成年刑释人员

做到不脱管不漏管

据该负责人介绍，区司法局在抓好刑释人员的无缝衔接工作上坚

持做到不脱管、不漏管；抓好与监狱、看守所、公安部门重点人口管

理大队、司法所等的衔接。

2016 年，区司法局联合各镇（街）司法所开展全区刑释人员集

中排查摸底专项行动，摸清未成年刑释人员及刑释人员未成年子女底



数和分布情况，并通过全国刑释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核查服刑人员未成

年子女情况，登记造册。

经排查，目前我区未成年人安置帮教对象共有 25人；服刑人员

未成年子女200 人。该局将其列入重点对象进行跟踪帮教，定期了解

其生活动向：是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否辍学、是否流浪社会、是

否有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等。经排查，暂未发现有异常情况，未发生

脱管、漏管现象。

此外，区司法局对我区2015 年回归的 681 名刑释人员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集中排查，切实摸清底数，及时掌握动向，做到一人一档，

详细了解每一个刑释人员的情况，并制定了相应的安置帮教方案。并

对在册的所有犯二次罪以上的刑释人员进行逐个走访约谈，重点跟踪

帮教，预防其重新犯罪。该负责人说:“我们会经常走访，掌握他们

的生活情况和生存状况，主动联系他们，了解他们生活中急需解决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亲情帮教 情暖高墙内外

2016 年，区司法局对我区295 名特困刑释人员开展了“献爱心、

送温暖”的慰问帮扶活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关爱送到每

一个特困刑释人员家庭，让刑释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

使他们更加坚定弃旧图新、重新做人的信心。

为了将安置帮教工作前移，并延伸至监狱，2016 年，由各成员



单位组成的“亲情帮教团”分别到清远监狱和番禺监狱对从化籍服刑

人员开展教育帮扶活动。“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清远监狱

服刑人员体育活动项目比较少便送去一大批体育用品，丰富服刑人员

的业余生活。”该负责人告诉记者，另外他们了解到番禺监狱的不少

教育设备老旧，导致服刑人员的学习生活受到限制，区司法局马上联

系相关企业，为番禺监狱赠送了电视机和投影机等教育设备一批。

此外，对从监狱内反馈的不服从管理改造、思想上有波动的服刑

人员，区司法局通过走访其家属和即时视频等方式，对其进行视频教

育。帮教团还与服刑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改造情况，鼓励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鼓起勇气，好好接受改造，早

日回到亲人的怀抱。

“近几年，我区通过一系列的亲情帮教，从监狱释放出来的从化

籍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明显下降，对社会的治安稳定起到一定的作

用。”该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