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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损害叫!假想防卫"

! ! ! !累计推荐帮教对象面试 !"#余人次，
达成就业意向 $%&余人次。在普陀区长寿
路街道司法所“乐业工作室”成立至今的两
年时间里，社工们为了帮刑释解教人员找
工作，跑断了腿、说破了嘴。“我们所做的一
切，就是为了让他们从‘无业’到‘有业’，从
‘有业’到‘乐业’，最终更好地融入社会。”
街道司法所专职干部玄先生说。

“不争气的，也有”
今年 !月，$%岁的孤儿小 ' 出狱了。

因犯抢劫罪，他 (%岁就进了少管所，后来
转到提篮桥监狱。“我是看着他长大的。”社
工徐女士说，小 '很早就失去了双亲，睡过
桥洞，身世坎坷。“他和社会脱节太久，像个
木头人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差，找个路都找
不到。”然而，一开始，小 '却拒绝徐女士的
帮助。“他说有朋友给他介绍工作，酒店里
的。”结果，对方没有录取他。

为了替一无所有的小 '办各种手续，
徐女士陪着他跑了整整两个星期。从办临
时身份证和劳动手册开始，到向街道申请
一次性临时补助、低保、廉租房。最后是找
工作，借助与工作室签约的 )家就业基地，
再由工作室做担保，小 '最后进了一家医
院当临时工。

对像小 '这样已经就业的帮教对象，
工作室还会定期跟踪回访，比如对有吸毒
史的对象，尿检每两个月就要进行一次。
“回访要注意方式方法，必须旁敲侧击，一
本正经去找企业负责人了解情况的话，对
方会以为我们介绍的对象出了什么问题，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徐女士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 *先生和小 '那样珍惜就业
的机会，“不争气的，也有。”有人因在医院里到处向人
借钱，被辞退。有人在小区里当保安，去偷业主的助动
车。“这类情况不超过 "+。”社工点点长陈小姐说，但
是，他们毕竟是由“乐业工作室”担保就业的，出了事，
用人单位第一个找的就是工作室，即便赔了钱，对多年
积累下来的好声誉都是个打击，“牌子被做坍掉了。”

“挑肥拣瘦，要汏脑子”
$&&"年，)&多岁的,先生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

刑，出狱后找工作，他始终过不了“心理关”，“去面试，
别人一对他发问，他就低着头不敢说话。”从曾经的领
导岗位到阶下囚，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无所适从，底层
的工作他看不上，稍好一些的工作，人家又看不上他。
社工们给他做了多次的心理疏导，告诉他要放

下架子，从头做起。终于有一天，,先生问陈小姐，
做小生意要办些什么手续？原来，他想代理一种自动
擦背机。于是，社工陪他跑工商、办执照。,先生没
有令他们失望，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后来，他再婚有
了孩子。每年，他都会向社区敬老院捐款捐物，他送
自动擦背机上门的照片，被登在了报纸上。
“服务对象在得到各有关部门尤其是社工的帮

助后，自食其力回报社会。这就是我们想倡导的一种
‘自助助人’的精神。”玄先生说。

摆正心态，是帮教对象找工作的第一步。可挑肥
拣瘦，却是他们身上常见的“通病”。有的说自己牙没
了，吃饭慢，中午申请两小时休息吃饭；有的说自己
身体不好，站不动，要找能坐着的工作；有的愿意当
保安却不愿意上夜班，因为要睡觉……离家近一些、
轻松一些、要加金、不加班，每当听到这些，陈小姐和
社工们就气不打一处来。“看看你自己，你当自己是
大学本科毕业生吗？全世界都围着你转？”陈小姐说，
对这些人，“汏”起脑子来一定要毫不留情。

出狱9年换过的工作数不清，尽管他
任劳任怨,寻工仍然有障碍———

“优秀员工”为何无法转正？
“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王尔德

的这句话置于今天依然是真理。在现实中，许多曾经有
罪的人渴望着新的开始，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
稳定的生活来源，难以自力更生，当生存都有困难时，
还谈何未来？

今天这篇文章的主人公T先生，曾因吸毒被判刑，

出狱至今的9年里，为了找工作，他饱尝世态炎凉。最
近两年，T先生在一家公寓当保安，任劳任怨，被评为
年度优秀员工。总经理亲自给他颁奖时，问道：“这么优
秀的员工，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一句话道出
T先生的满腹辛酸。转正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是一张证
明他“身家清白”的情况说明。

本报记者 徐轶汝

! ! ! !做生意、发财、染上毒瘾、亏空、锒铛入
狱……-&&)年，*先生出狱时，已经!)岁了。
父母的头发花白，自己却一事无成，背负着
沉重的过去，*先生暗下决心，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活了。他开始找工作，这一找就找了.年。
这些年*先生换过的工作，多得数不清。

“最长的几个月，最短的一个星期。”他当过
超市理货员，每天在货架旁一站就是好几个
小时，辛苦不说，压力又大。可即便他再努
力，一个月的试用期一到，用人单位就不要

他了。几个月里，*先生辗转于几家超市，家
家都一样。好几次，*先生索性在试用期结束
前先提出辞职，为自己挽回点颜面。
他还去当过环卫工人扫街，每天凌晨

三四时上班，到中午($时下班，好几次，他
累得当街呕吐。*先生身体一直不太好，瘦
弱，有胃病。几个月后，*先生发现，周围同
事都在有意无意疏远他，企业负责人婉转
地对他说，你还年轻，这份工作还是让给那
些上了年纪、更有需要的人吧。

*先生找工作，大多通过居委会或街
道的司法所介绍，他的过去，用人单位的人
事部门是知道的，但多被要求保密，可毕竟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最让他心寒的一次，街道司法所社工

带着他去参加一场为刑释解教人员办的专
场招聘会，遇到一家面试单位，让他第二天
就去报到。第二天，*先生兴冲冲赶去，对
方负责人却说，“有前科的我们不收！”“那
昨天为什么录取我？”对方的回答让*先生
悲愤交加：“昨天是昨天。”
“我想过，实在不行，只能呆在家里，吃

低保了。”*先生说。

! ! ! ! $/00年的一天，*先生被长寿路街道
司法所“乐业工作室”的社工徐女士拉着去
参加普陀区组织的一场特殊人群招聘会，
这些年来的经历几乎浇灭了他心底最后的
一丝希望。看到一家公寓在招保安，但年龄
限制 )&岁以下，那时已经 )0岁的 *先生
拽着社工就走：“没用的，不可能成功的！”

在社工的坚持下，企业决定破例试用。
半年之后，*先生升任保安领班，收到的表
扬信有一厚沓。有一次，电梯坏了，一名坐
轮椅的住客回不去，*先生和同事一起，把
这位 0!&多斤重的男客人背上 0%楼。还有
一次，一位客人要换房间，晚上客房服务员
都下班了，值夜班的 *先生一个人帮他搬

家，整整搬了两个小时，衣服从内湿到外，
累得眼睛睁不开，路都走不动了。客人大为
感动，亲自到总经理办公室里表扬他。
所有人都看得到 *先生的努力，包括他

的家人。“我上完 0-小时的夜班，回到家，我
妈就叫我去睡觉，什么事都不要我干，自己
帮我烧饭、洗衣服……”*先生有些哽咽，以
前，母亲连话都不愿和他多说一句，还叫他
“不要回家”。“看到他们这样高兴，我就想着
要好好上班，不想再伤他们的心了。”

! ! ! !去年，*先生评上了“年度优秀员工”。
颁奖时，面对总经理的发问，主管是这样替
他掩饰的，“他说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要
多赚点钱。”正式员工做二休二，而像 *先
生这样的试用工没有那么多休息时间，基
本上天天都上班，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工

资自然要高一些。“但正式员工有加班费、
年终奖，最关键，加金也多一些。”*先生
说，这些年找工作实在是找“怕”了，自己年
纪又大了，为了将来有保障，他盼望转正。
由街道司法所做担保，派出所网开一

面，但最终开出来的一张情况说明，只能表

明，*先生出狱后的这几年表现良好。拿着
这样一张不是很“规范”的证明，*先生的
转正材料到了企业人事部门，果然还是被
“卡”住了。

“经理叫我不要急，会帮我想办法，让
我安心上班，想得太多，反而会影响工作，
我听他的。”*先生没有灰心。“如果我能再
评上一次优秀员工，他们帮我说话的时候，
底气就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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