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6321005950415485

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

（ 2021 年度）

单 位 名 称 海东市特殊人群服务中心

法定 代 表 人

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



《事业

单位

法人

证书》

登载

事项

单位名称 海东市特殊人群服务中心

宗旨和

业务范围

承担社区矫正人员服务工作

住 所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大道 10号

法定代表人 杨延霞

开办资金 2（万元）

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全额拨款）

举办单位 海东市司法局

资产

损益

情况

净资产合计（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数（万元） 年末数（万元）

2 2

网上名称 无 从业人数 3



对《条

例》和

实施细

则有关

变更登

记规定

的执行

情 况

2021 年，在省司法厅和市司法局的坚强领导下，海东市特殊人
群服务中心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核准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围
绕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扎实开展了各项工作。没有涉及变更登
记的事项同，没有违法违规等情况。

开

展

业

务

活

动

情

况

一、严格执行章程。 我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按照宗旨和业

务范围要求认真开展我市把安置帮教工作作为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来推进，全面贯彻安置帮教各项

决策部署，按照职责规范化、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

息化的要求，强化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严格遵守各项章程，

没有违法违规等情况发生。 二、按照核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开展了以下业务活动。 （一）加强

排查，确保刑释解矫人员底数清，情况明。按照年初计划，我市

对2016至2021年五年期间4622人刑释解矫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

精确掌握刑释人员的罪名、原判刑期、释放时间、现居住地、关

押监所、近期活动轨迹等方面信息，逐人建档立卡，录入信息平



台。 （二）加强管理，确保刑释解矫人员安全稳定。一是突出

疫情防控工作。二是抓规范管理。三是及时签订帮教责任书。进

一步明确帮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及时进行法治教育。 （三）

加强扫黑除恶线索摸排。一是严控严查。对近6年内刑满释放和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二是强化协调联动。三是

与重点人群签订《不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保证书》和《自

律承诺书》。 （四）提供就业帮扶，巩固改造成果。一是人性化

帮教。二是开展经常性、多形式的形势政策、法律法规、思想道

德和文化等教育。三是通过与循化县高原春光安置基地对接协

调。 二、取得主要社会效益 （一）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建设。一

是组建社区矫正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海东市2020年10月份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下设海东市社

区矫正委员会。各县区依照市上做法，11月底前也全面组建了社

区矫正委员会。二是把“共治”作为基本路径，推动矫正参与社

会化。我市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和社区矫正工作新形式，按照

“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工组织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共同参与”

的工作思路。三是重视社区矫正辅助力量建设。应对人员编制紧

缺、工作任务重、工作力量薄弱的实情，各县区加大社区矫正辅

助力量的建设。四是充分发挥矫正小组作用。利用矫正小组成员

与矫正对象心贴心、心交心帮扶教育优势，认真组建社区矫正小

组。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480人，建立矫正小组480个，占比

100%，平均每个矫正小组3.4人。五是建立完善协调配合机制。

制定出台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公检法参加的联席会议机制。

（二）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一是把“法治”作为基本保障，

推动矫正执法规范化。二是把“矫治”作为基本任务，推动矫正



工作精准化。三是把“分类”管理作为重要举措，社会调查评估

精细化。四是把“慧治”作为基本方向，推动矫正应用智能化。

（三）切实强化社区矫正安全管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

矫正法》要求，设立海东市社区矫正委员会，制定司法行政部门

牵头公检法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健全社区矫正工作首问负责、

绩效考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档案管理等六项制度。坚持问题

导向、深化督导整改、强化工作举措、压实压紧责任，进一步加

强重点人员管控，做到逐人见面、逐人建档、逐人研判、逐人评

估，严格落实签到、报到等制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跟得上、

管得住。目前，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425人，制定针对性矫正

方案1803个，风险等级评估1825人次，监管级别调整1507人次。

（四）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救助管理。市县（区）相关部门

相互配合，加强对全市260名重点青少年救助帮扶。建立了重点

青少年人员情况档案，大力实施针对社会闲散青少年的“阳光工

程”，指导帮助闲散青少年、就学、就业和创业；大力实施针对

服刑在矫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帮教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就学、

就业等实际困难；大力实施针对有严重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

青少年的“矫治工程”，依托法律援助工作站，加大就学帮扶，

就业指导和技能培训的工作力度，有效预防了青少年违法犯罪。

（五）加强吸毒人员的教育监管。以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

“为载体，广泛开展了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

增强公民禁毒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全市建立了

吸毒人员动态机制，采取了管控措施，充分利用强制强离戒毒、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戒毒康复场所、药物维持治疗等戒毒模式

和资源，开展对吸毒人员的戒毒治疗、身心康复、行为矫治、就



业安置等工作，帮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 （六）加

强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救助和对艾滋病易患人群的综合干

预。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助

工作方案》相关职责，使这一工作形成合力，按照“一人一方案”

的要求，明确了监护人，监护地点，监护方式，保证了监护措施

落实。全面落实《中国遏制和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

提出的四个“切实提高”、四个“全面落实”的措施要求，切实

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和“五扩大”、“六加强”等艾滋病综合

防治措施。今年对艾滋病人完善了监测检测体系，强化了综合管

理，提高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救助救治水平，加强对生活

困难和丧失劳动能力艾滋病患者的安置，解决了实际困难。使我

市艾滋病综合防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存在的困难和下

一步努力方向 存在的问题：全市特殊人群的管理和配合还待加

强，未形成真正合力；经费保障还没有完全到位；有些工作缺乏

法律和政策的支撑；特殊人群安置基地少、规模小，满足不了工

作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专项组成员单位的协调联

动，加强信息化建设，在全市形成特殊人群管控齐抓共管、共同

参与的工作局面，同时加强特殊人群基地建设力度，提高安置率，

为建设平安和谐海东做出贡献。



相关资质

认可或执

业许可证

明文件及

有效期

无

绩 效 和
受奖惩及
诉讼投诉
情 况

无

接受捐赠
资助及使
用 情 况

无

填表人： 刘青 联系电话：137****8877 报送日期：2022 年 03 月 0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