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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加志愿服务：从被动矫正到主动奉献

“ 这 是 我 儿 子 通 过 做 好 事 换 来
的。”小陈 （化名） 母亲向邻里展示
体检卡时骄傲地说。这张小小的卡片
已成为治愈这对母子心病的“良药”。

因触犯法律，小陈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回忆判决书下
来的那天，这个年轻人形容“人生突
然失去了颜色”，家人也因此承受了
巨大的精神压力。

“头一个月，小陈几乎没和别人
说过话。”承接北仑区司法局“公益
矫行”项目的“红领之家”社会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
景。

改变发生在小陈一次又一次的志
愿服务中。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小陈
与其他志愿者一起参加公益服务活
动，每次收获的鼓励与点赞，让他越
干越有劲。“以前总觉得羞愧，干活

也不敢抬头，现在甚至还会拍照片发
朋友圈，我从志愿活动中找回了尊严
和自信。”小陈说。

志愿服务让小陈真切地感受到被
社会需要。他参与的志愿活动被量化
记录在“红领成长卡”中，卡上的积
分还可兑换奖励。在小陈看来，用积
分兑换体检卡来孝敬母亲，正是他重
新融入社会的证明。

在志愿服务中，小陈发现可以做
的事情原来这么多——在医院帮助老
人操作自助挂号机、巡河护水清理垃
圾、参与文明交通劝导⋯⋯北仑区司
法局、“红领之家”整合 49 个村 （社
区） 资源，推出“红领十日”志愿服
务菜单，每月都有新的项目可供选
择 。“ 以 前 总 觉 得 自 己 是 社 会 的 负
担，现在发现我们能发挥用处的地方
太多了。”已“解矫”成功的小陈，

和 130 多个同伴一样，依然活跃在各
个志愿服务活动现场。

用“去标签、重帮扶、个性化”
的方法，吸引矫正对象参与，让他们
在志愿服务中重新发现自我价值。截
至目前，“红领之家”融入志愿服务
项 目 所 联 系 的 936 名 矫 正 对 象 脱 管
率、再犯罪率均为零，全部顺利回归
社会。

这一成效的取得，来自宁波探索
构建的“精准矫治”体系。它通过标
准化“两谈一采一估”（与矫正对象
及其监护人谈 心 谈 话 、 信 息 采 集 、
综合评估） 入矫评估流程，结合心
理测评和社会调查，为每名矫正对
象定制包含心理干预、法治教育等
内容的个性化方案，并建立动态调
整机制，确保矫正措施始终匹配个
体发展需求。

B “以矫助矫”实践：在“希望的田野”上互助共进

时值夏季，慈溪一处葡萄园迎来
丰收。十余名社区矫正对象穿梭其
间，利落地剪下饱满的果实。尽管汗
水浸透了衣衫，葡萄园中依然回荡着
他们爽朗的笑声。

今年 2 月，慈溪市司法局联合余
姚市红盾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
启动“伴葡成长、重塑新生”项目，
让社区矫正对象深度参与当地特色产
业——葡萄种植的全过程，从修剪、
施肥、除虫到采摘，促使他们从旁观
者转变为参与者和创造者。

项目选址也别有深意，选在了同
为社区矫正对象的老张 （化名） 经营
的葡萄园。这一安排，让该项目具备
了“以矫助矫”的特殊属性。

老张在自身接受矫正的同时，凭
借种植经验，为其他参与者提供技术
指导，成为“同伴辅导员”。其他矫
正对象协助老张打理果园，共同守护
这片“希望的田野”。

“看着葡萄一天天长大，就像看
到自己在一天天改变。”一名参与者

擦拭着汗水说。在田间劳动、协作互
助中，他们收获了实用的农业技能，
也增强了责任意识和团队归属感。老
张也深有感触：“看着葡萄丰收，同
时还能帮到大家，自己感觉特别有劲
头。”

当“互助共进”的种子在田间地
头生根发芽，这种社区矫正创新理念
正在更多领域开花结果。在低空经济
蓬勃发展的当下，海曙区司法局联合
望春街道广安社区“初心之家”团
队，推出了“以矫助矫、能者为师”
无人机技能培训特色活动。

矫正对象小吴 （化名） 以讲师身
份走上讲台，凭借其丰富的无人机操
作经验，为同伴带来农业运输、航拍
摄影等实用技术培训课程，并结合自
身 经 历 鼓 励 学 员 ：“ 技 术 能 改 变 人
生，只要我们肯学，社会一定会给予
我们机会。”

他的真诚分享让课堂氛围变得热
烈，多名矫正对象主动提问交流。矫
正对象小王 （化名） 兴奋地说：“我

是余姚人，在我们那里，已经有人用
无人机运输杨梅了！学好这门技术，
将来也能为家乡农业出力。”

从技能赋能到价值重塑，“授人
以渔”的矫正模式正在形成体系化实
践。我市创新推行“双向挖掘”策
略，构建有一技之长的矫正对象“师
者库”，目前已有 211 人，覆盖摄影、
烘焙、维修等 20余个领域，同时链接
法律、心理等领域的专业“导师”63
人，配套建立技能培训基地 34个，联
动 33 家社会组织，形成“同伴互教+
专业引领”的双轨培养机制。

在用榜样力量重建价值坐标的同
时，各地还注重文化润心的“软滋
养”。海曙将浙东学术文化与社区矫
正相融合，打造“修心正行”德育项
目，通过国学经典、“大咖”课等修
心课程，帮助矫正对象在文化熏陶中
重塑认知，并利用海曙红色地标、共
富产业路线组织研学活动，打破矫正
对象认知壁垒，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
社会。

C 学历技能“双提升”：照亮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邵怡娜

在江北一家企业，22 岁的小许
（化 名） 正 熟 练 地 安 排 着 当 日 的 工
作，身在主管岗位的他，眼神专注，
举止沉稳，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个被判
缓刑的迷途少年。

2003 年出生的小许有着典型的留
守儿童经历。父母离异后，他随爷爷
奶奶生活，初中辍学后来宁波投奔母
亲。在打零工期间，他被继父蒙骗参
与违法犯罪活动。“当时只觉得能赚到
钱就行，根本不懂法。”小许回忆。

社区矫正期间，江北区司法局社
区矫正工作人员、司法社工为小许量
身定制帮扶方案：通过自画像等形式
帮助他自我觉察，发现自身优势；带
他每月参与城管义工服务，促使他从
被帮助者向助人者转变；约访小许亲
生父母，开展亲子沟通辅导，修复家
庭关系。

“以前每次和爸妈通话交流不超过
三句。”说起过往，小许不胜唏嘘。在
社区矫正机构的帮助下，家庭沙盘治
疗让疏离多年的亲情逐渐回暖。随着
亲情纽带的重建，这个曾认为“读书
无用”的少年不仅重拾课本，还通过
刻苦学习拿到了高中文凭。

2023 年，已考取计算机技能、救
护员等证书的小许，顺利通过一家企
业的面试。令人惊喜的是，他只用了
一年多时间，就从基层员工晋升到主
管岗位。“他学到的计算机技能可以
直接用在库存管理上，义工经历又锻
炼了他的沟通能力。”企业负责人如

此评价这名年轻主管的成长。
“学历技能‘双提升’，能更好地

助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市司法局
相关负责人说，长期以来，社区矫正
对象因为学历低、技能弱等原因在求
职时屡屡受挫。据统计，2022 年初，
我市社区矫正对象中，初中及以下学
历占比近八成。

2023 年 7 月，我市社区矫正对象
学历技能“双提升”工程落地实施，
在引入开放大学、职业院校等优质教
育资源帮助矫正对象提升学历的同
时，还在各类企业设立 71 个“向阳
花”社区矫正就业基地，利用企业场
地、设备等资源开展实战化技能培
训，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在这些矫正对象中，毕某通过
CAD 制 图 培 训 从 事 软 装 设 计 工 作 ；
常某通过紧缺工种技能培训，进入汽
车制造企业从事产品调试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既要维护法治的
‘力度’，也要彰显法治的‘温度’。
我们始终相信，只要给予机会和帮
扶，每个迷途者都能找到新的人生方
向。”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年来，宁波社
区矫正工作实现了从传统管控到智慧
善治、从单一管理到社会协同、从刚
性约束到柔性引导、从被动接受到主
动参与的全方位跃升，帮助矫正对象
在回馈社会的过程中完成灵魂救赎与
自我成长，实现从“受矫者”到“助
人者”的蜕变。

“以前总怕被歧视，现在我有
技术、有工作，还能帮邻居磨
刀、理发，感觉真正融入了社
会。”在今年江北区司法局联合
“一席阳光”心理咨询中心举办的
就业帮扶专场推介会上，小李
（化名）手持考取的电工证，一脸
笑容。

这个曾因犯罪背负社区矫正对
象身份的年轻人当初不会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能凭借一技之长找
到人生新方向。

今年7月1日，正值《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五周
年。在这个没有高墙却承载着刑
罚与救赎的特殊“考场”里，一
场关于重生与融合的实践正在深
化。

社区矫正，是指对被判处管
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和暂予
监外执行的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
所实施的非监禁性刑罚，常被称
为“高墙外的服刑”。

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是社区
矫正工作的“一体两翼”。五年
来，宁波社区矫正通过系统性帮
扶，为一个又一个像小李一样的
人铺就一条重生之路，让他们从
“迷途者”蜕变为“筑梦人”。

市司法局供图

社区矫正对象学习葡萄种植技术。

专业面点师向社区矫正对象传授特色
面点制作技能。

社区矫正对象参加非遗
“掐丝珐琅”培训后创作的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