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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强、姜爱东编著的《社区矫正评论》是一本社区矫正评论学术交流的书，本评论既是一个对社区矫
正工作研究探讨的园地，也作为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宣传的争地。
本书适合，教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研究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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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基本情况 北京的阳光中途之家建设工作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经过三年多的努
力，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是迅速推进，建设体系初步形成。
北京市按照“一区县一个”的规划建设阳光中途之家，经费由各区县财政全额保障，区县司法局负责
建设、管理和运行。
截至目前，16个区县的阳光中途之家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15000多平方米；在建设模式上
，8个区县为“一站式”，8个区县为“1+X”模式。
 二是积极运行，社会效果初步显现。
截至目前，全市阳光中途之家对社区服刑和刑释解教人员共开展教育服务16000余人次。
其中集中教育5100余人次，社会适应指导2600余人次，心理咨询和辅导2800余人次，组织公益劳动2900
余人次，就业帮助1800余人次，食宿救助800余人次。
在心理咨询和辅导方面，实现了对新接收的社区服刑人员100％进行心理测评，有心理咨询需求的“两
类”人员100％进行咨询，有心理危机的“两类”人员100％进行危机干预。
通过阳光中途之家的工作，加强了对社区服刑和刑释解教两类重点人群的管理，减少了重新违法犯罪
。
在阳光中途之家和司法所的共同努力下，截至目前，接受过阳光中途之家教育服务的“两类”人员无
一重新犯罪。
通过开展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促进了“两类”人员就业，符合就业条件并能接受推荐人员的就业率
达到100％。
“两类”人员中还涌现出了许多创业致富、见义勇为等回报社会的典型。
阳光中途之家的工作得到了“两类”人员及其家属、社区、基层政府的支持和充分肯定。
作为在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领域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新举措、社会管理创新的新突破和
发展人权、保障民生的新窗口，阳光中途之家赢得了多批前来考察的国际人士的高度赞誉。
 二、主要做法 启动阳光中途之家建设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抓住机遇、破解
难题，积极探索“两类”人员管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北京建设阳光中途之家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
是实践有需求。
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稳步推进，为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也遇到了“两类”人员回归难、接纳难、就业难、“三无人员”安置难等
制约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问题。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对确保“两类”人员不出现任何安全稳定问题的高要求，使得破解难题、寻求根本
解决途径，显得更为紧迫。
为此，在学习考察国外相关机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北京建设阳光中途之家的可行性进行了充
分调研论证。
二是基层有探索。
经过调研论证，2007年，我局决定选择奥运安保任务最重、“两类”人员数量最多、经济社会发展快
速的朝阳区先行进行建设阳光中途之家的试点。
朝阳区司法局在朝阳区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抓住机遇，于2007年底开工建设、2008年7月投入
使用。
紧随其后，大兴区于2009年4月又探索建立了阳光中途之家。
两家阳光中途之家先后经历了奥运、国庆60周年庆典及一系列重大活动和敏感期安保工作的考验，工
作效果非常明显。
在深入其他区县调研并反复论证分析的基础上，2009年底，我局认为具备在全市推广建立阳光中途之
家的条件。
三是中央有要求。
2010年初，中办发5号文件提出建立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的要求；2010年6月，北京市委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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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市政府办公厅16号文件将大力推进阳光中途之家建设写进文件，为我们在全市推广建立阳光中途
之家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
我局牢牢把握中央和市委、市政府文件对于深化矫正帮教工作的大好机遇，乘势而上，于2010年9月正
式部署在全市推广建立阳光中途之家。
到2011年底，全市16个区县全部建成阳光中途之家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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