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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司法厅携手今日女报全媒体推出

操心矫正人员的“家务事”
“我家宝宝半边身子瘫了，我要请假！”今年 8 月

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安化县司法局梅城司法所，

神情焦急。正在所里办公的李卫连忙把男子拉到身边

询问。

李卫是梅城司法所所长，这名男子他很熟悉，叫

王成（化名），本地人。王成去衡阳打工后，并在当地

安家。后来，他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了刑，回到户

籍所在地进行社区矫正。

按照法律规定，社区矫正人员不得轻易离开本地，

王成也一直遵守各项规定，但这一次要请假是因为他

才 1 岁左右的孩子打针后竟然半身瘫痪。

“他当时很急，我们听了后，就多想了一层。”李

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他在安抚王成的同时，

一边让一名同事帮他办理请假手续，一边嘱咐另一名

同事帮忙查询医疗事故的相关规定和法律条文。    

根据查找的相关资料，李卫经过思考，建议王成

要做三件事：第一，拿到第一手证据，比如打针的原

始资料，复印保存好；第二，尽早去做医疗事故鉴定；

第三，如果真是医疗事故，建议他申请医疗仲裁。

李卫的同事们还帮王成计算了大概的赔偿金额。

李卫说 ：“孩子的后续治疗费用应该不少，我们尽可能

地帮他一下。”

王成非常感激，想留个红包表示心意，李卫立马

拒绝了。

“我们也一直关注王成这个事情的进展，希望一切

都向好的方面发展。”李卫说。

便装上门的“人情味”
按照规定，梅城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每个季度都会

走访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单位，甚至邻居，了解他们

的生活、工作情况。

但他们每一次到社区矫正人员刘红（化名）家里

走访时，都会换上便装上门。

原来，45 岁的刘红，2018 年因收容卖淫罪，回

到本地接受社区矫正。她家经济状况很差，儿子残疾，

独自带着孙子、孙女。幸运的是，刘红找到了一份保

姆工作——帮雇主家照顾老人。在李卫和同事们到她

家里了解情况时，刘红告诉他们，雇主人很好，她也

卖力干，“现在最怕的就是雇主突然不雇佣她了”。李

卫读懂了刘红的担心。“她怕自己目前的身份曝光后会

失业。”李卫说，“我们也理解，毕竟对她这个家庭来说，

一份稳定的收入太重要了。”之后，在走访刘红的工

作情况时，梅城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都会悄然换上便服。

李卫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梅城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都以情相待，“我们的社区矫正人员从一开始的抵触，

到慢慢积极地参加活动，有的见面时还会和我们打

招呼”。

一个“地广、人
多、事繁”的城镇，
对于司法所来说意
味 着 什 么？ 益 阳 市
安化县司法局梅城
司法所所长李卫的
回答是“压力”。但
这 个 只 有 4 名 工 作
人员的司法所却交
出了一份不错的成
绩 单：2016 年 至 今
累计受理各类民间
纠 纷 288 起， 成 功
化 解 285 起， 成 功
率达 99％；所有社
区矫正人员未发生
再 犯 罪 案 件； 近 三
年， 接 待 咨 询 群 众
超 过 5000 余 人 次，
为困难群众无偿代
写文书、见证事项，
协 调、 引 导 法 律 援
助、公证服务……

“我最骄傲的就
是我们的社区矫正
工作。”10 月 18 日，
李卫笑着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在
他 看 来， 这 是 一 个
一手“法”，一手“情”
的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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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所工作
人员与解除
矫正人员谈
话。

走进安化县司法局梅城司法所

首创“三色预警”调解机制
今 年 2 月 2 日，离过年只有两天。葛

卓杰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你们可要

给我主持公道，这是欺负我们外地人呀！”

电话刚接通，便传来一个情绪激动的声

音。打来电话的人叫张勇（化名），福建人，

2016 年 11 月以每年 82.8 万元的价钱承包

了中鱼口镇本地人段齐（化名）的两个加

油站，合同规定承包日期为十二年。没想

到，三年还未满，段齐就想毁约收回经营权。

张勇不同意，段齐直接断了电，而且已经

持续一个星期了。

葛卓杰一听，连忙赶往加油站调解，

但在现场，段齐态度坚决。调解不欢而散。

根据多年经验，葛卓杰知道，要调解，

就要找出双方最根本的需求。几天里，他

顾不上过春节，走访了张勇、段齐两家，

以及一些村干部。他了解到，段齐的产业

是家族产业，“所以我就找到他父亲说，你

们要收回加油站肯定需要给别人赔偿，不

赔偿就只能打官司，耗时间耗精力，反而

对于你们的经营不利”。同时，他也告诉张

勇 ：“加油站经营权是不能转包的，如果你

要的赔偿数额过高，两边打官司，你也只

能收回租金。”

几番沟通下来，段齐终于松口，愿意一

次性赔付张勇人民币 150 万余元。至此，一

起涉案金额百万余元的纠纷就此画上句号。

随着接触的调解案件的增多，葛卓杰

带领司法所首创了“三色预警”的矛盾调

解机制。这个机制根据涉事人数、金额、

对社会稳定影响程度等因素，把矛盾分成

三个级别，由对应的相关组织和人员进行

干预，及时掌握信息，控制局势，启动应

急处置预案，引导群众合法有序地表达意

愿和诉求。

7 月 26 日，南县开始全域推广“三色

预警”工作机制。

社区矫正人员
当上了车间小组长

“非常感谢你们，是你们挽救了我的女

婿。”这是社区矫正人员刘强（化名）的岳

父母对葛卓杰说的。

“说实话，听到这句话，我是很开心的。”

10 月 18 日，葛卓杰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如是说。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在益阳市南县中鱼口镇，乡亲们有一句口头禅：“有事就找葛所长”。
乡亲们所说的“葛所长”正是 2016 年 4 月从益阳市南县县政府矛盾调处

中心调任南县司法局中鱼口司法所所长的葛卓杰。让葛卓杰想不到的是，基
层司法所除了大量的调解工作，还有针对轻缓刑罪犯的社区
矫正监管，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服务农村群众的法律咨询、
法治宣传……

3 年来，葛卓杰从“心”出发，在为大家解决各种问题的
过程中，深耕厚植，当好辖区群众贴心人。今年 6 月，葛卓
杰被评为全省司法所工作表现突出先进个人。

社区矫正人员刘强是外地人，结婚后

和妻子定居在中鱼口镇。今年 6 月，刘强

因寻衅滋事罪到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

正。不到 30 岁的刘强已有两个孩子，一

个 8 岁，一个 4 岁，家庭负担很重，但由

于学历低，没有一技之长，很难找到工作。

“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是很多社区矫

正人员重新犯罪的主要原因。”葛卓杰告

诉记者。于是，在上门走访了解了刘强的

情况之后，葛卓杰便开始四处托人，物色

适合他的工作。

一次，葛卓杰从一名亲戚处得知有家

玻璃厂需要一名车间工人，便让刘强去面

试。结果，刘强沮丧地告诉他“没面上”。

原来，这家单位觉得刘强学历低，不爱说

话，沟通有问题，又没有相关经验，不想

聘用他。

葛卓杰想了想，几天后带着刘强来到

这家玻璃厂的人事部门，他对相关负责人

说道 ：“你们给他一个工作机会，就是重

新给他一条路，再说不是也有试用期嘛，

你们可以慢慢看他的工作表现。”

就这样，刘强被聘用了。

9 月中旬，葛卓杰得知，曾经面试不

过关的刘强，因为工作效率高、和同事相

处融洽，被选为车间小组长。

如今，中鱼口司法所还专门设立了社

区矫正与安置帮教人员就业信息栏，和人

力资源局合作，及时向社区矫正人员和刑

满释放人员提供就业信息。“今年我们还

会打造一个安置帮教基地，预计可以安排

30 至 50 个岗位。”葛卓杰欣喜地说道。

三年来，葛卓杰从“心”出发，细心了

解每一个工作对象的需求，化身“知心大

哥”，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326 起，调

解率达 100%，调解成功率达 98%。

社区矫正：一手“法”，一手“情”

葛卓杰在工作中。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专访南县司法局中鱼口司法所所长葛卓杰

“知心大哥”的调解成功率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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