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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置教育刑满释放和解除

劳动教养人员的暂行规定

（1988 年 9 月 1 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 根据 1994 年 4 月 28 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安置教育刑满释放和解

除劳动教养人员的暂行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做好对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

置教育工作，维护社会秩序，以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安置教育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是实现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安

置教育工作的领导，组织公安、司法、计经委、劳动、人事、教育、民

政、农业、粮食、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安置教育工

作。
第三条 安置教育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工作应

坚持“给出路”的原则，给予他们参加学习、工作、劳动的机会，保

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应按照国

家法律、政策的规定，积极自谋职业。
第四条 对改造表现好，又有一定专业知识或者生产技能的

刑满释放人员，国家机关或者企事业单位工作需要，又有增人或者

补员指标的，经考核合格，可以录用。
第五条 保留职工身份的刑满释放人员，由原单位安置；原单

位合并或分立的，由合并或分立单位安置；原单位撤销或破产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安置。

安置后的工资待遇，由安置单位根据本人的实际业务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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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水平重新考核、评定；工龄计算，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未保留职工身份的刑满释放人员，应与其他社会失

业人员一样，经用工单位考核合格，可以录用；对改造表现好，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劳动改造机关出具证明，可优先录用：
（一）原系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或者经考核具有真才实

学的技术人员，犯一般刑事罪的；
（二）过失犯罪、渎职犯罪的；
（三）初次犯一般刑事罪、罪行轻微、刑期在三年以下的；
（四）服刑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第七条 保留职工身份的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由原单位安置；

原单位合并或分立的，由合并或分立单位安置；原单位撤销或破产

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安置。
第八条 保留职工身份的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

的安置，应当符合国家人事和劳动制度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凡安排到国家机关、国有或者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刑

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应服从就业安排；对不服从就业

安排的，安置单位不再负责安置。
凡安排到国家机关、国有或者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刑满释放人

员，一律实行一年的试用期。
第十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原系城镇无职业

的和未保留职工身份的刑满释放人员，由其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

处负责进行就业登记，并与一般待业人员同样对待，不得歧视。劳

动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应按现行政策，广开就业门路，采取多种形

式予以安置。对自谋职业从事个体经营的，要鼓励支持，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应照章发给营业执照。
第十一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原系农业人口

的，由其户口所在乡（ 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负责接收安置，
并与村民同样对待。

在服刑或者劳动教养期间，其责任田（山）、自留地（山），一般

应由其亲属继续承包或者经营；没有亲属的，由村民委员会留作机

动，以便在其刑满释放或者解除劳动教养后能得到及时妥善地安

置；已被收回的，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后由村民委员会给予解

决。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回村后，没有生产、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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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可由其亲属帮助解决；没有亲属的，由所在乡（ 镇）人民政

府、村民委员会帮助解决。
第十二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在服刑、劳动教

养期间，其房屋和生产、生活用具等合法财产被他人占用的，应归

还本人；如有毁损，占用人应予赔偿。
第十三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因老、弱、病、

残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其有法定义务的亲属赡养、扶养或者抚养。
确无依靠又无生活来源的，由本人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社会救

济的有关规定给予解决或者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第十四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原系在校学生，

凡符合学龄规定，现实表现好，经考试合格的，应允许复学。
刑满释放人员年龄在十六周岁以下，未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

应按照《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由其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申请入学，学校应接收就读。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具有相应学历或者同等学

历的，可以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报考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其

他各类职业学校或者业余学校。凡符合录取条件的，院校应予录

取。
第十五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户口、粮食关

系，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劳动改造机关和劳动教养机关应分别对刑满释放

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在服刑、劳动教养期间的表现作出鉴定，
填写出监、解除劳动教养登记表，移交其安置落户所在地公安派出

所，并做好回访工作。
第十七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街道办事处、居（ 村）民

委员会应建立健全对本单位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

帮助教育制度和措施，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法制纪律教育和社会主

义道德教育，帮助解决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做好思想转

化工作。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帮助教

育工作的指导。
第十八条 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动教养人员应自觉接受所

在单位、当地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和居（ 村）民委员会的帮助

教育，加强政策、法律的学习，严格要求自己，遵纪守法，自尊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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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第十九条 对执行本规定取得显著成绩的部门、单位和个人，

由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进行

解释。
第二十一条 凡过去本省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按本

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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