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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帮教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近年来，我省安置帮

教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扣“打造安置帮教品牌，推动走在全国前列”目标定位，深化以“前

置化、协议制、社会化”为重点的安置帮教工作改革，着力提升安置帮教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社会化

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安置帮教对象重新犯罪。2018年共接收安置帮教对象 5.2万人，安置 率 、帮 教 率

分 别 为 99.86%、99.84%，当年重新犯罪率控制在全国较低水平，为推进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促进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强化工作基础，全力提升安置帮教水平。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安置帮教工作法治化、制度化是规

范做好安置帮教工作的前提和保证。省司法厅加强安置帮教工作立法的调研论证工作，组织起草《江苏省

安置帮教工作条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安置帮教工作地方立法，为我省安置帮教工作开展提供法律支

撑，也为全国安置帮教工作立法提供经验借鉴。同时，牵头组织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

等 17个部门单位制定下发《江苏省安置帮教工作办法》，对近些年来我省安置帮教工作中好的做法成效予

以总结，对安置帮教工作依旧较为分散的政策规定予以归并，对制约安置帮教工作发展的短板问题和解决

路径予以回应，对原有安置帮教工作方式方法予以创新。这是我省出台的首部安置帮教工作综合性规范性

文件，对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省安置帮教工作开展，提高安置帮教工作权威性、法治性、执行性具有重要

引领和制度保障作用，在全国产生了良好反响。二是加强载体建设。在全国率先探索开展司法行政刑罚执

行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监狱、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三位一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平台。建立监狱与地方

司法行政机关“互帮共建”工作机制，监狱派出 130 余名民警到全省所有县（市、区）司法局从事社区矫

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开展罪犯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评估工作，着力破解监狱罪犯释放难、罪犯死亡处理难、

罪犯保外就医难等“三难”问题。强化省、市、县安置帮教中心和基地建设，努力打造江苏司法行政刑罚

执行一体化建设示范基地。在全省 13 个设区市建立 25 个用于过渡性安置“三无”“三假”等刑满释放特

困人员的自主型安置基地，2018 年共安置 34 人。依托企业建立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安

置帮教基地 1586 个，安置 4230 人。三是加强改革创新。2015年起在全省推行“前置化、协议制、社会

化”安置帮教工作改革措施，大力夯实安置帮教工作发展根基。推动盐城、徐州两市县级司法局和司法所

工作人员到监所单位挂职，担任安置帮教工作站副站长，参与刑释人员出监评估、重点帮教“必接必送”

对象认定等工作。推动地方安置帮教机构和社会组织深入省内监狱了解罪犯改造表现、思想动态、回归需

求等情况，与预释放重点人员签订个性化安置帮教协议，落实精准帮扶措施。探索建立“1+1+N”协议签订

和协议履行模式，2018年共签订帮教协议 9245件，安排服刑人员亲属远程亲情视频会见 6722人次。推动

安置帮教对象的法律法规、公民道德、心理健康、政策前途等教育内容的落地落实，引导其积极向上向善。

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民警、村（社区）治保调解主任、帮教对象家属、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加强对

安置帮教对象的走访，了解其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切实帮助贫困家庭解决生活困难及就业、就医、未成

年子女就学等问题，助力特殊人群脱贫攻坚工作落实。2018年共举办各类帮扶活动 292场次，走访特困家

庭和失学、辍学未成年子女 958户，签订帮扶协议 995份，发放阳光帮扶资金 116.3万元，46户特困家庭

的 62名失学、辍学子女全部复学。

强化日常管理，全力提升安全管控水平。我省现有安置帮教对象数量大、构成复杂，每年从监所刑满

释放人员数量也较多，做好这一特殊人群安全稳定工作，必须加强对安置帮教对象的日常管理，努力做到

“三个确保”。一是确保重点人员衔接有序。今年 5 月，省司法厅联合省公安厅专门制定下发了《江苏省



刑满释放重点帮教对象衔接管理工作规范（试行）》，明确司法行政部门、监所、公安机关等在刑满释放

重点帮教对象衔接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程序。要求对于监所评估的一般帮教对象释放时由监所动员其亲属

接回，对于“三无”（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三假”（假姓名、假身份、假住址）、身体

患重病等定为重点帮教对象的“八种对象”释放时必须由监所送回或地方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接回，确

保无缝对接。2018年我省全年重点帮教对象必接必送率达 100%，全年协调处理省内及跨省“释放难”案件

20 余件。2018 年下半年，司法部要求推广我省安置帮教工作衔接方面的经验做法。二是确保重点时段管

控有效。省司法厅特管办、安帮办通过提前推送必接必送名单、加强督导等形式，指导各地司法行政机关

安置帮教机构做好党的十九大、全国全省“两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海进博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

重点时段安保维稳工作。积极协调配合地方公安机关落实对重点帮教对象的列管工作，司法所将刑满释放

重点帮教对象情况及时向户籍地公安派出所通报，加强重点管控，对有重新犯罪倾向的依法打击处理。三

是确保专案和专项斗争有力。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司法厅积极组织各地安置帮教机构参与扫黑

除恶、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斗争，落实重点安置帮教对象移交公安机关列管制度，对安置帮教对象参与

涉黑涉恶犯罪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清底数、掌握情况。深入挖掘深层次有价值的黑恶犯罪线索，巩固和

扩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同时，鼓励教育安置帮教对象自觉深挖身边的犯罪线索，勇于检举揭发黑恶

势力犯罪，坚决同黑恶势力划清界限，作坚决的斗争。

强化宣传引导，全力提升社会参与水平。加强典型引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导作用，推动刑释人

员安置帮教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在全省组织开展安置帮教典型案例评选活动，对 2016 年至 2018 年三

年间发生的 100 多例监狱重点刑释人员、社区服刑人员刑满（矫正期满）纳入安置帮教的重点帮教对象衔

接中发生的正反典型案例进行评选，以点带面、以案说法，推动安置帮教衔接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发挥

社会参与作用。认真落实《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意见》，加强宣传和引导，对经济

基础条件好、帮教对象数量大的地区，积极扶持一批专业化、规范化程度高的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工作，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点带面推动整个面上工作的开展；对现有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安置帮教对象

数量较少的地区，通过搭建孵化平台等途径，发动和扶持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帮教工作的各方社会力量，

依法依规成立社会组织，承接和参与帮教业务。积极引导工、青、妇及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

刑释人员教育帮扶工作。全省共建有与安置帮教相关的社会组织 93个，其中，行业型 77个、专业型 11个、

基础型 5个。行业型社会组织中，县（市、区）占 63个，县级覆盖率达 65.63%。2018年，各县（市、区）

司法局牵头协调安置帮教成员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对本地回归人数相对集中的监所开展回归指导帮教专场

活动 380 余次。加强志愿帮扶工作。注重发挥安置帮教志愿者在安置帮教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倡导志愿者

和社会热心人士，特别是具有法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人士参加帮教工作，

壮大帮教力量。同时加强对安置帮教志愿服务的统筹、指导和保障，推动县级安置帮教协会全覆盖，广泛

募集资金，为特困刑释人员提供多方面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