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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记者手记

　　对于监狱人民警察这个看似神秘的群体，大多数

人可能并不熟悉，更不了解他们的日常工作。像赵良波

这样的坚守者、奉献者，在监狱人民警察当中还有很

多，记者在采访时也时时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着。监

狱人民警察是刑罚执行者，也是扶正育人的教育者，是

奋斗在监管一线的“特殊园丁”，他们用默默坚守、无私

奉献，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平安团圆。

记者手记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梁平妮

　　1月16日，农历腊月廿五，雪后的济南洋溢着日

渐浓郁的年味。

　　当天上午，《法治日报》记者来到山东省济南市

历下区司法局建筑新村司法所时，看到司法所所长

张梅瑞正带着工作人员忙碌着。

　　“今天正值周一，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对象要来

司法所报告活动情况，提交书面思想汇报，签订春

节期间保证书，并参加集中教育活动。”张梅瑞和记

者打过招呼后，一边查看社区矫正监管指挥系统，

一边和记者介绍工作情况。社区矫正对象陆陆续续

赶到，司法所工作人员曹金莹引导他们打卡报到系

统，接收书面思想汇报材料。

　　张梅瑞说，每天早上到了司法所后，第一时间

会先查看济南市社区矫正监管指挥系统，了解在管

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化核查设备使用情况及定位轨

迹。“依托社区矫正监管指挥系统，我们对社区矫正

对象实行人脸签到、不定时线上核验、个别教育和集

中教育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

管理，确保报到、定位、教育精准化管理。”张梅瑞说。

　　随着社区矫正对象全部到位，张梅瑞开始了年

前的最后一次集中教育活动。从宣传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要求、安全警示教育，到春节游玩注意切莫越

界，再到以案释法提醒社区矫正对象遵纪守法……

张梅瑞事无巨细地嘱咐着他们。

　　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张梅瑞还没顾上喝一口

水，便开始着手处理社区矫正对象李某提交的外出

申请材料。李某户籍地在广东茂名，因犯假冒注册

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加上疫情的

缘故，已有三年多的时间没回去探望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前段时间刚刚感染新冠病毒，

‘阳康’后身体仍然不适，做儿女的挂念父母，所以

前几天向司法所提出回家探亲的申请。”李某说，在

向司法所汇报后得知，自己的请假要求符合《山东

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可以回

老家探亲，所以趁着今天来所里报到，顺便提交了

外出申请材料。

　　“离开居住地和到达目的地后都要向司法所报

告；按期返回居住地并要及时到司法所办理销假手

续；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期返还，应当及时向司法所

报告情况；一定要遵纪守法，切莫做违法乱纪的事

情……”在谈话过程中，张梅瑞嘱咐李某外出注意事

项，并指导他填写请假申请书，在得知李某自驾回去

后，又多次提醒他途中注意交通安全、避免疲劳驾驶。

　　“年关将至，在保障社区矫正对象安全有序过

年的基础上，还要开展关怀教育工作，让他们感受

到政府和社会的温暖。”张梅瑞说，近期，司法所也

在积极与派出所、社区沟通联系，上门走访，对生活

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协调相关部门给予帮扶救助。

　　在司法所待了大半天，记者注意到，虽然有一

名法律顾问在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值班，却鲜

有人前来咨询法律问题、办理法律事项。在问出心

中疑惑后 ，张梅瑞向记者亮出了他们的工作法

宝———“法律服务赋能网格工作”微信群。

　　原来，去年3月以来，建筑新村司法所作为历下

区的“法律服务赋能网格工作”试点单位，研究制定

了《法律服务赋能网格工作方案》，细化工作配档表和

服务事项清单，积极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进网格工作。

　　张梅瑞介绍说，以前是群众有了法律需求找律

师、找司法所，如今，通过法律服务赋能网格工作，推

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下沉网格，打造“网格全覆盖、资

源共分享、服务无盲区”法律服务新模式，把免费的法

律咨询、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群众不用跑腿

就能得到方便、快捷、高效、精准的法律服务。

　　“律师、法律工作者到社区多跑、多看、多问，第

一时间解答群众咨询、发现矛盾纠纷，并及时予以

化解，来到街道的群众自然就少了。”值班法律顾问

郑新宇笑着解释道。

　　公共法律服务“送上门”，以“法治之力”助力
“基层之治”。去年3月以来，建筑新村司法所组织开

展普法讲座7场、户外普法宣传活动5场；进驻网格

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网格群众提供法律咨询120

余人次，协助群众办理法律援助事项6件，为社区项

目合同决策提供法律意见两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15起。

以“法治之力”助力“基层之治”
探访济南市历下区司法局建筑新村司法所

□　本报记者 吴晓锋

　　冬日难得的阳光穿过雾都薄雾，洒

在山城每个角落，驱散了寒冷。

　　春节前夕，《法治日报》记者驱车一

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走

马镇的重庆市女子监狱，深入监区亲身

感受监狱人民警察忙碌的一天。

　　采访前，记者已与相关负责人落实

完必要的出入手续，跟随民警来到监区

入口后，负责安全检查的民警仔细核对

了记者身份信息。随后，记者戴上出入

证件站到了安检仪上。

　　“请将所有随身物品交由我们保

管。”安检民警声音不大，但斩钉截铁，

不容置疑。

　　经过数个需人脸识别且须刷卡的

门禁后，记者跟随监狱政治处主任刘洋

来到了监管区。

　　监管区戒备森严、整洁有序，这是记

者初入监区的第一印象。继续往前走，监

舍门前的一副颇具艺术性的新春对联映

入眼帘：鲜红色的大背景上点缀着鞭炮、

灯笼等新春元素，横幅上画有几只拟人化

的兔子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这副对联是由部分会绘画、设计

的罪犯所制作的，春节临近，她们也想

用自己的方式来迎接新年。”刘洋说 ，
“监狱非常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专

门开设了音乐、绘画、刺绣等课程 ，让

罪犯重拾生活的热情，积极主动地接受

教育。”

　　由于每名罪犯的个人情况不同，如何更有效地对她们

进行教育改造是监狱民警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我们会对罪犯进行习艺培训，让她们掌握一技之长，

很多刑释人员凭借自己的技能在外找到了工作。”女子监

狱一监区民警张圣梅就是专门负责习艺培训的民警，她告

诉记者，田某就是其中之一。

　　在监狱期间，田某主要接受的是修理电子键盘习艺培

训，出狱前已经熟练掌握了习艺技能，是键盘修理的“快枪

手”。刑满释放后，张圣梅帮其联系了一家企业，厂方考核

后发现田某技术过关，同意录用。至此，田某凭借自己扎实

的技术获得了工作机会，有了安身之处。

　　张圣梅说，无论哪一名罪犯，只要真心改过，努力新

生，监狱民警都会尽自己所能，给予最大能力范围内的

帮助。

　　“新春已然到来，女子监狱全体民警职工将履职尽责，

为维护监管场所安全稳定而努力，为捍卫万家灯火平安团

圆而坚守。”送别记者时，重庆市女子监狱党委书记、监狱

长柯亨志郑重地说。

　　离开女子监狱，记者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重庆市九龙

监狱。

　　经历同样严格的安检手续，记者在三监区谈话室见到

了正在与罪犯刘某谈话的监区长赵良波。

　　“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啊？孩子学习走入正轨了吗？”一张

木桌、两张凳子、几盆绿植，简单的陈设却不失庄重和严肃。

　　原来，几年前刘某入狱后，因妻子一人带着两个孩子，

生活举步维艰，导致原本就有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刘某

消极改造，甚至采用拒绝吃药的行为来对抗监狱的管理。

　　得知原因后，监区民警便经常与他谈话，取得了他的

信任，还多次到刘某家中走访，努力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其

妻子工作和孩子落户读书等问题，彻底让刘某放下包袱，

开始积极改造。

　　“家里现在好得很嘞，小的已经读一年级了，两个孩子

的学习成绩都不错，特别感激民警对我和我们家人的帮

助，现在家里一切都好。”端坐在凳子上的刘某说起家里的

情况，笑得合不拢嘴。

　　“马上要过春节了，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困难，现在我很满足，真的。”

　　“你自己还是要注意身体，积极改造，争取早日见到

家人。”

　　临别时，记者才从赵良波同事那里得知，从去年11月进入

监管区封闭执勤，赵良波已有50多天没有回家。他在工作中勤

奋敬业、恪尽职守，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休息。

　　“作为监区党支部书记，赵良波处处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严谨细致、任劳任怨，总能率先垂范、冲锋在前，用

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影响和带动着监区

民警，不畏艰难，担当作为，默默做安全稳定的‘守护者’，

确保了监管秩序稳定。”重庆市九龙监狱监狱长杨业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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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落警长”让辖区院落连续130天零发案

“五脏俱全”的白云司法所

□　本报记者 韩宇

　　“快过年了，我们正要到安置帮教对象刘某某

家慰问，咱们一起去吧。”

　　1月9日早上8点半，《法治日报》记者在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白云司法所见到所长周建立时，他与

同事正要前往刘某某家，便邀请记者一同前往。

　　春节前，记者深入探访“五脏俱全”的白云司法

所，通过记录司法所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点点滴

滴，讲述他们保障服务民生的动人故事。

　　大家提着大米、白面和豆油，不到两分钟便来

到刘某某家。

　　“大娘，我们看你们来了，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在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周建立熟络地和刘某某

母亲关大娘攀谈起来。

　　“哎呀，你们每次来都送东西，还帮我们解决了

很多生活困难，真不知道说啥好了。”关大娘感激地

说，“你们之前帮助俺儿子沟通协调的每个月500元

药物费用，可帮了我们大忙。”

　　谈起刘某某，关大娘紧皱眉头说，“俺儿子去找

打工的公司评理去了。”

　　据关大娘介绍，刘某某刑满释放后在一家公司

找到了工作，前不久在工作时受伤，虽然医药费得

到赔付，但公司辞退了他，只答应补偿一个月的

工资。

　　“您放心，如果您儿子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我们

可以帮助他申请法律援助律师帮助维权。”白云司

法所二级主任科员王显俊的一番话让关大娘宽

了心。

　　离开刘某某家，周建立马不停蹄地来到白云街

道大会议室。上午9点，白云街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联席会议在这里准时召开。

　　这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可不少，有街道干部、派

出所副所长、司法所所长、8个社区综治专干，还有

部分社区的法律顾问。

　　“去年12月份，我们办理的涉及纠纷类警情大

部分都是在商场、停车场、路边发生的随机性纠纷，

虽然邻里类、家事类纠纷占比不高，但也需要重

视。”白云街派出所副所长许若白说。

　　周建立接过许若白的话茬说：“我们大家团结

在一起化解矛盾纠纷，要拧成一股绳，要有为民情

怀。社区综治专干遇到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时，可以

依靠社区法律顾问的支持有效解决问题。另外在

开展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时，遇到困难要及

时报告。”

　　会议一结束，周建立便回到司法所，安排二级

主任科员高婧对社区矫正对象周某进行个别教育。

　　“我的法律意识太淡薄了，一不小心触犯了法

律，谢谢司法所为我邀请的心理咨询师，缓解了我

因为巨大心理落差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我要重新建

立信心，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对社会负责。”在社

区矫正室内，身为某培训机构的高级讲师周某有感

而发。

　　稍后，周建立又拉着记者去拥警社区的一家
“超市”。

　　周建立口中的“超市”是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建

设的“法治超市”，此行的目的是西岗区司法局、白

云街道、白云司法所联合对拥警社区“法治超市”进

行检查指导。

　　刚步入“法治超市”，大家便被正在进行的一堂

互动式法治讲座所吸引。

　　“我家楼上打麻将的声音太大怎么办？”拥警社

区一居民向社区法律顾问王智泓律师问道。

　　“这是典型的噪声扰民，您先和邻居沟通，如果

还有噪声可以报警。警方会到现场对其劝阻、调解

和处理，若未能制止，警方可视具体情况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王智泓回答道。

　　“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懂得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了。”讲座结束后，王智泓感触颇深。

　　如今，像拥警社区这样的“法治超市”，在大连

共有1690家，实现了社区、村全覆盖，可为辖区居民

提供人民调解、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公证服务等五

类十项基层法律服务产品。

　　作为白云街道8家“法治超市”的经理，周建立

欣慰地说：“我‘经营’的‘法治超市’自去年6月成

立以来，接受法律咨询152件；成功调解矛盾纠纷

95件；开展法治宣传活动42场次，受益群众达1万

余人次；指引和代办法律援助、公证、行政复议、民

事诉讼等28件，真正把法律服务送到了老百姓家

门口。”

    图为重庆市九龙监狱三监区监区长赵良波正在与罪

犯刘某谈话。 景钰傑 摄    

　　司法所虽小，可“五脏俱全”。记者通过在辽宁

省大连市西岗区白云司法所深入采访感受到，小

小的司法所，就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延

伸触角，将各项工作转化为优质高效服务零距离

送到百姓身边。白云司法所各项日常工作的点点

滴滴，逐渐汇聚成推动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促进发展，普惠百姓。

　　“阳康”后的张梅瑞仍然时不时咳嗽，然而整

个上午，她没顾得上喝一口水。在办理李某的外出

申请材料时，无论是张梅瑞春风化雨般地嘱咐和

提醒，还是李某对张梅瑞咳嗽的关心并表示要给

她送“很管用”的咳嗽药，都让记者感动。这种“双

向奔赴”的关心，映射出张梅瑞对社区矫正对象耐

心细致地监管帮教，也让我们看到了监管帮教后

社区矫正对象发自内心的积极向上的回应。

　　张梅瑞只是广大司法所工作人员的一个缩

影。司法所工作人员在推动基层法治建设、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他们一如

既往地坚守和付出，让群众感受到更多的法治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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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农历腊月廿三，北方小年。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公园南路12号院里已经挂起了红灯笼，居民把兔

年春联贴在了门上，处处都透着“年”的味道。

　　有欢乐就有忧愁，“院落警长群”里有些“异常”

情况。原来家住12号院二层的李女士这两天有些闹

心，看着每家每户都在采办年货准备过新年，自己

却提心吊胆地对付着随时可能“爆发”的下水道反

水问题。

　　李女士在微信群里这一开“火”不得了，一楼的

住户也跟着附和，一时间微信群里乱作一团。

　　“想着之前自己从下水道里掏出来的各种杂

物，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李女士面对上门的西安市

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的“院落警长”安慧

和随访的记者抱怨。

　　“这眼看就过年了，大家都先消消气，不要在群

里吵，这样发泄情绪不解决任何问题，搞清楚问题的

症结，这事我来协调。”安慧在群里赶快进行了制止。

　　虽然微信群里的争吵得以平息，但事情还需要

彻底解决。记者跟随安慧的脚步直接去了小区物业

公司和社区，对情况进行了解。

　　原来，12号院是个老旧小区，很多楼的管道都

存在一些陈年“积病”，由于管道老化加上楼上住户

丢弃杂物，李女士住的二楼问题比较严重，导致管

道常常堵塞。

　　“马上过年了，这事儿得紧解决，不能让生活琐事

变成邻里纠纷，再发展成安全隐患。”安慧要在年前把

问题彻底解决，就这样安慧从一楼到七楼一层一层入

户了解情况，沟通协商、化解矛盾。

　　在安慧多方协调下，小区物业和整单元21户居

民共同分担更换老旧管道的费用，一劳永逸化解下

水道反水“顽疾”。施工工人说，不出三天就能把新

管道安装完成，困扰居民的下水道反水问题终于得

到了解决。

　　随后，记者又跟随安慧到辖区某单位家属院进

行回访。

　　“‘垃圾山’挪走真是太好了，现在出门清爽多

了，过年人也有个好心情，多亏了安警官，啥事都给

咱院子人操着心。”居民李大妈向记者说起此事，满

脸笑意。

　　原来，该小区83岁的李奶奶独自居住，平时有

子女给的生活费，但李奶奶看见外面的纸箱、塑料

瓶等废品还是会捡回来，并把这些废品堆放到公共

的楼道里，不仅味道难闻，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消防

安全隐患。

　　邻居多次跟李奶奶沟通没有效果，为了尽快化

解居民面对的楼道“垃圾山”困扰，安慧没有简单地

通知整改，而是多次上门与独居的李奶奶拉家常、

帮老人做家务。安慧从收拾屋子说到了收拾楼道，

在安慧的耐心劝说下，最终李奶奶欣然同意清理楼

道堆放的各种废品。

　　在西安市新城区，还有许多同安慧一样的公安

民警化身为“院落警长”，守护着辖区的平安。

　　当天，记者还跟随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西五

路派出所民警赵炜来到他的“院落”走访。

  “王大爷，马上过年了，家里还有啥需要我帮忙

的？”

　　“都好着呢赵警官，有需要我会在群里@你

的。”王大爷笑着说。

　　“李大娘，上次家里修完的热水器，没再出问题

吧？”

　　“没有，没有，现在洗澡美得很。”

　　……

　　赵炜就这样一路走，一路问，直到确定自己负

责的“院落”没有任何问题，才与小区大门口闲聊的

大爷大妈们拱手拜年后离开。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西安市公安局新

城分局创新提出的“院落警长制”工作机制，是通过

发动组织全局民警打破警种界限，主动深入基层一

线化身为“院落警长”承包院落的“平安工作”，从而

达到密切警民联系、化解群众矛盾、调解百姓纠纷、

强化防范宣传、快速反诈预警的目的。

　　据统计，目前新城分局777名民警在全区的院

落楼宇全部建立“警长微信群”964个、群成员超10

万人。2022年新城分局运用“院落警长制”工作机制

共处理1052起院落矛盾。新城区全区院落的盗窃民

宅、盗窃电动自行车、电信诈骗等易发、高发案件同

比分别下降52.17％、45.34％和2.98％，新城区的院

落“零发案”天数已累计突破130天。

　　腊月廿六，安慧给记者发来信息，经过施工工

人的加班加点，12号院的新管道已经安装完成，群

众能过个“舒心年”了。

　　西安市新城区的公安民警到社区院落当“院落

警长”已经成为新城公安的特色做法，该做法让“民

有所呼 警有所行”落在了实处。新城公安广大民警

突破警种边界，以“院落警长”的身份走进辖区院落

楼宇、加入群众微信群组，“零距离”“零延时”开展基

层楼院警务，点对点、心贴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并在打击防范、法治宣传、治安管理、户籍业务、

反诈预警等各个环节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让警民互

动沟通的“连心桥”更加便捷高效。

记者手记

　　图为新城公安“院落警长”、韩森寨派出所民

警安慧（右）在辖区市场走访民情。 郭浩 摄  

　　图为周建立（右二）在大连市西岗区白云街道

拥警社区“法治超市”指导法治宣传工作。

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