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在送

外卖过程中一定要遵守交通法

规，不能因为‘赶时间’而违反交

通法规、引发交通事故，并因此酿

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月2日，九

江交警来到美团九江配送站点，

对该站点的20名外卖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

培训过程中，中队警务人员

向“外卖小哥”们通报了一年来辖

区的交通安全形势，分析了近段

时间以来涉及“外卖小哥”的交通

违法和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提

醒他们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一定

要增强安全意识。

“要取得效果，必须要抓宣

传、强意识。”这是九江镇摩电综

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早已达成的

共识。

对此，九江交警每周都会深

入摩电群体占比较大的工厂、外卖

行业开展安全培训和宣传活动；组

成强大宣传矩阵，通过报纸、电视、

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推送摩电

整治信息，以微信推文、电子海报、

短视频、微广播等方式定期报道、

宣传摩电综合治理动态；各村居、

职能部门、学校也通过自身特定

“微信群”，宣传摩电出行安全知

识，打通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不

断提高群众摩电守法出行、安全出

行的意识。

陈某出狱后就第一时间返回

司法部门报到登记，这得益于九

江司法所创建的“监狱-社区”无

缝对接服务。

“监狱-社区”无缝对接服务

主要是对羁押期限即将结束的监

狱服刑人员提供服务，加强社区

服务与监狱管理、司法所安置帮

教等沟通合作，形成一个联动的

服务体系。

据介绍，九江司法所通过社

会组织的资源整合作用，将服刑

人员、司法部门、家庭、社区进行

了联接。社工通过“助人自助”的

价值观，专业化的服务技巧，逐渐

改变服刑人员与各群体、单位、部

门间的沟通互动模式，将安置帮

教的服务内容从个人延伸到家

庭，形成多层面的支持和帮扶，促

进刑释人员真正回归社区，实现

社会层面的公共效益。

过去，安置帮教工作遇到不

少钉子，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

大多对政府部门存在强烈的抵

触心理，对于司法部门的沟通联

系，或冷漠应对，或直接拒绝。

这种对接困局长久以来无法得

到有效解决，安帮工作举步维

艰。

“既然释放后的对接工作有

难度，那我们试一试主动靠前，

释前对接，走进监狱表达我们的

帮扶诚意！”九江司法所所长卢

振涛迅速为这个想法构建框架，

对上争取资金资源和对接支持，

对下物色合适的社工机构细化

服务。

九江司法所展开刑满释放人

员情况调研，形成《刑释人员回归

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行动研究报

告》，以调研报告作为方案支撑，

向佛山市司法局、南海区司法局

提出建议：以佛山监狱和九江镇

作为试点，开展“监狱-社区”无缝

对接项目，探索帮扶刑满释放人

员的新举措。该建议得到市、区

两级的认可和积极推动。

2015年6月，九江司法所工

作人员、佛山市大同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社工等前往佛山监狱开展

安置帮教服务，与在佛山监狱的

40余名九江籍服刑人员进行探访

和帮教活动，并与其中11名即将

出狱的九江籍服刑人员进行单独

面谈。

初步建立起“监狱—社区”无

缝对接服务的开展模式，服务开

展针对性个案访谈工作，针对服

刑人员的犯罪类型、家庭环境、心

理特点等方面进行面谈，对服刑

人员提供心理支持，了解即将出

狱的服刑人员面临的问题和需

求，为其出狱后的安置帮教等后

续服务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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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镇深入推进摩电综合治理，营造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强化宣传源头管控 多管齐下整治摩电
查处摩电六类交通违法13384宗、暂扣各类违法摩电

12923辆……自开展“挂牌”整治以来，截至今年2月底，

九江镇摩电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行动期间，九江镇以强大声势、高压态势，切实

把摩电整治工作抓深入、抓彻底，打好摩电整治攻

坚战。围绕摩电整治如期“摘牌”这一总体目标，

落实劝导、宣传、整治、督导、排查5个“常态

化”，全镇摩电“四率”（即摩电挂牌率、核定

载员率、佩戴安全头盔率、通行守法率）达

九成。

九江创新安置帮教模式，探索推广“监狱-社区”无缝对接服务

主动靠前贴心帮扶 温暖“浪子”回归路

“好久不见！你还记得我

吗？”“当然记得，你来过佛监三

次了，我有两次都是跟你谈话

的。”九江司法所驻点社工小黄

和陈某的对话，犹如熟悉的朋友

久别重逢，毫无间隙感。

当日，陈某刚刑满释放回到

九江，小黄协助司法所为陈某办

理报到刑满释放衔接手续，了解

陈某身体情况、心理状态、安置

落实情况，并询问陈某的日后打

算，记录下陈某的需求和困难。

九江司法所不断优化服

务模式，协同大同机构进入佛

山监狱开展探访服务共计5

次，累计接触九江镇户籍服刑人

员共116人次；大同社工跟进九

江镇安置帮教人员324名；电访

963次，入户家访504次；开展

社区活动7场次，社区倡导宣传

9场次，小组活动68节；组织刑

释人员参加义工服务18场次；

建立个案共计61例；开展就业

帮扶54例，实现了42人次成功

就业，就业创业训练4场次，其

他就业服务8场次。

早在2018年，九江司法

所协同大同机构梳理、总结项

目四年来的工作经验，协助南

海区司法局制定出“监狱—社

区”无缝对接的服务标准，为

“监狱—社区”无缝对接得以

在南海区乃至全市、全省推

广、复制提供明确的操作指

引，并取得良好的成效。

“这再次印证了‘无缝对

接’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可推广

性，‘九江经验’不应局限于南

海区，我们应该把好的经验、

好的做法总结出来，分享出

来，扩大社会的受惠面。”九江

司法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监狱-社区”无缝对接机

制体现着政府部门与社会组

织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优势互

补，相辅相成：政府部门发挥

信息和政策对接功能，精准确

定服务群体；社会组织发挥社

会工作专业优势，提供更好的

人文关怀。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入狱探访服

务已终止。但该机制在理念

优势的支撑下，灵活调整服务

举措，把前置服务重心转移到

服刑对象家属，积极宣传“远

程会见”服务，协助家属以视

频方式与服刑人员相聚。把

狱内狱外的牵挂联结起来，达

成另一种“无缝连接”。

“很多监狱服刑人员希望

在目前防疫工作常态化下，无

缝对接服务能够重新激活起

来，让我们走进监狱，再度给

他们带来希望。”九江司法所

负责人表示，安置帮教工作是

司法行政领域工作中基础最

薄弱的一项，但薄弱即代表有

空间可作为，希望这些初心和

坚持能开花结果，以善治有

为，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

探索新举措 主动靠前无缝对接

总结“九江经验”扩大社会受惠面

只有加大整治力度、让摩

电违法人员“肉痛”，才能真正

规范摩电出行行为，才能从根

本上达到治理效果。对此，交

警、九江派出所、工作专班起到

了主力军作用。

白天，警辅人员分成两个

小组，在城区主干道开展至少

4 次摩电专项整治行动。晚

上，交警与派出所联勤，集中

警力开展“夜查”行动。工作

专班还会针对督导发现的问

题，适时在摩电管理问题较为

突出的区域开展整治行动。

做到整治区域和路段“全覆

盖”、整治时间“全天候”，通过

常态化整治，严查摩电交通违

法行为，不断净化摩电交通环

境，为预防和减少摩电事故打

下坚实基础。

“虽然现阶段摩电综合治

理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我们也

要深刻认识到一些问题和不

足，比如摩电挂牌率、守法率离

最终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且不稳

定、工业园区和厂企的摩电管

理仍不严格等。”在摩电管理会

议上，九江镇党政领导说，需要

大家再努一把力、再点几把火，

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围绕遏制

摩电事故、提高摩电“四率”、确

保摩电整治如期“摘牌”这一总

体目标，各村居、各部门要认真

总结前阶段工作经验，落实切

实可行的工作措施，把摩电综

合治理工作抓好、抓实。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九江镇

摩电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之

一。为此，由九江派出所、交警、

行政执法、交通运输、经促等部

门组成的镇摩电治理督导组每

天深入摩电较多的企业、广场、

市场、车站、学校等区域开展督

导活动，规范摩电驾驶行为，进

一步将各类摩电违法行为遏制

在萌芽阶段。

同时，督导组对无牌证摩电

多、未落实劝导站职责、摩电管

理混乱的责任方进行现场督导，

指出问题、提出建议、责令整改，

并每天通报督导情况；对存在问

题的企业、单位，采取“回头看”

的方式多次督导、“咬住不放”，

直至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对多

次督导仍未予以重视和整改的，

提交镇领导小组约谈，通过常态

化的督导，找准问题根源、抓好

源头管控、夯实管理基础。

此外，为推进摩电交通安

全综合整治工作打好基础，将新

江路和下北大道建设为摩电示

范路段，在新江路的摩电示范路

段起点为九江大道交接处到新

桥红绿灯路口，双向全长大约

1.6公里，设置了5个待行区，通

过分路段来设置非机动车通道

区域、建设非机动车示范点等方

式，为摩电骑行提供更安全和完

善的硬件设施。

督导排查常态化 把好摩电安全源头关

宣传劝导常态化 增强群众安全出行意识

摩电整治常态化 有效预防和减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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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对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车主进行处罚。

▲九江组织企业代表到摩

电整治示范企业学习。

▲九江交警查治无

证无牌摩电车辆。

▲九江司法所到佛山监狱开展帮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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