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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平安社区》丛书编辑委员会的同志找到我，热情邀请我为《平安社区》丛书写个序言时，我
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是因为《平安社区》丛书编辑委员会的同志和丛书作者都是从事治安学研究工作的同事，大家平时
就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探讨，对他们的研究热情、研究态度、研究能力、研究水平我都比较了解。
他们能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提出平安社区建设方面的系列研究课题，主动地推出平安
社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填补我国平安社区研究领域的空白，不断地推进治安学相关领域的研究，
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平安建设工作。
理论工作者需要这种理论自觉和责任感。
看了他们提供的《平安社区》丛书首批书目及书稿，我感到本套丛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向大家介
绍。
　　《平安社区》丛书抓住了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力推进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全面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建设既是五大建设的重点，也是五大建设的难点所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社会建设的起步晚，起
点低，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社会政策的完善，社会管理的加强，矛盾纠纷的化解，安全稳定的维
护等，都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平安建设又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21世纪初，江苏、山东、浙江等省在总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开展平安建设
。
平安建设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
2004年2月和5月，胡锦涛、温家宝、罗干等先后对“平安山东”建设、“平安浙江”建设作出批示。
2004年10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
针，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把抓稳定、保平安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把提
高维护社会稳定、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2005年10月，胡锦涛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开展平安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严打”经常性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
2006年4月，罗干同志指出，深入开展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
《平安社区》丛书紧贴时代需求，敏锐地抓住了平安建设这个我国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许
多重点研究课题，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也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这都是值得
肯定和提倡的。
　　《平安社区》丛书把握住了当前我国平安建设的基础，涵盖了平安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本场所，是避免社会断裂，实现社
会整合，维护安全稳定，加强治安防控的重要阵地，是平安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平安社区》丛书紧紧把握住“社区”这个重要研究对象，围绕平安社区建设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社区安全、社区治安防控、社区纠纷解决、社区矫正、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都是当前平安社区
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平安社区》丛书首批书目包括《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社区治安防控体系解读》、《社区矛
盾纠纷化解机制》、《社区矫正制度分析》、《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涵盖了平安社区建设的主
要领域和主要内容。
《平安社区》丛书成果的推出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平安建设和社区建设，提高平安社区建设的水平，
探索平安社区建设新的途径和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既是对平安社区建设一个很好的理论支持，也是对平安社区建设新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利于我国
平安社区建设不断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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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维护社区安全？
如何做好社区治安防控？
如何解决社区矛盾纠纷？
如何开展社区矫正？
如何搞好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平安社区》丛书填补了我国平安社区研究领域的空白。
该丛书由社会冶安综合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坚定的实践导向，是社
会工作研究者及社区工作者必备的工作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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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自愿性。
志愿者工作，是一种纯粹出于利他的动机，以实践志愿精神为目的的公益事业。
是民主的，不受外来强力作用的。
其动力完全来自于志愿者内心。
　　2.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无偿的，但是并不表示不为他们提供一定经费或补贴，补偿他们在
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花费，如交通费、通信费、资料费等。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通过法律来加以规定①。
像在日本，虽然对志愿者不支付工资，但会支付活动的全部或部分费用。
　　3.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需符合一定的条件。
基本条件是拥护宪法、遵守法律、品行端正、热心社区工作、有一定的法律水平、文化素质和专业知
识。
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需要向矫正机构提出申请，经批准颁发聘书后方可以从事社区矫正工作。
这是因为社区矫正是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具有法定性和严肃性。
　　4.社区矫正志愿者从事的社区矫正工作不是其专职工作，这有别于专职的矫正工作者。
　　5.社区矫正志愿者具有一定的属地属性。
大多社区矫正志愿者都是居住在社区中的居民。
这是因为社会志愿者对自己居住的社区甚至社区矫正对象非常熟悉，有助于他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容易为矫正对象所接受②。
　　6.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正处于试点阶段，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还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需要积极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利用社区资源参与社区矫正的具体方式和途径。
充分发挥国家专门机关的业务优势，并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事业，增强社区矫正的力量。
促进社区矫正的专门性与群众性相结合是社区矫正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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