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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勉
南湖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 俞勇伟

岁月逝去如流水，
闲坐想来悲又空；
叹恨当初起贪欲，
身陷囹圄悔莫及。
失足终成千古恨，
如今时时勤勉励；
洗刷心中污与垢，
重获新生归正途。

通讯员 何新超

本报讯 浙江省属监狱系统微型党课大赛决赛日前举行，17
名来自各监狱的参赛选手参加了决赛。此次比赛由省监狱管理
局政治部主办，省十里坪监狱承办。

省监狱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鲍济波介绍说，微型党课是目
前省属监狱系统基层党员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活动开展以来，
监狱系统1800余名党员走上了讲台，透过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利
用小载体烘托大主题，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受教的党内教育氛
围。下一步会将微型党课融入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让微
型党课在监狱系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比赛以“忠诚、干净、担当”为主题，结合全省监狱系统正在
开展的“两学一做”主题教育展开。省乔司监狱的施金烨从“岁
寒三友”说起，表示要学习松的忠诚爱岗乐于担当、梅的锐意谋

事善于担当和竹的守土尽责敢于担当；省十里坪监狱的祝伟平
从一个洗碗工的故事讲起，提出党员要在日常工作中勇于“洗
碗”、认真“洗碗”、智慧“洗碗”；省南湖监狱的楼顺为大家讲述了
身边党员的“朋友圈”中几个温暖故事，故事虽小，却折射出党员
的党性，可敬可学，十分走心。

经过激烈的角逐和专业的评审，省十里坪监狱毛牧之、祝伟
平和省第一监狱毛晓燕等选手获得“十佳宣讲员”的称号。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教授何欣在点评中表示，这是一场励志
教育大餐，也是省属监狱系统微型党课的群英会。17名选手用
真人真事真情，发出自己的真声音，既启迪了心灵，又催人奋进。

“微党课”是全省监狱系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的重要抓手，下一步，省局将进一步组织获奖选手成立宣讲团，
走基层、进机关，通过讲信仰凝聚力量、讲传统传递精神、讲规
矩明确方向、讲典型树立榜样，为全省监狱系统党员民警送上
正能量。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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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杨依琛

“这段时间真是给警官添麻烦，对不起啊！”省乔司监狱服刑
人员夏某面带微笑，不好意思地对监区警官说道。别看夏某现在
和民警有说有笑的，两个月前，他还是监狱里有名的“哑巴”罪犯。

“你倒是说句话啊！”
41岁的夏某是金华人，原本在某物流速递有限公司上班，因

在分流包裹期间，将包裹据为己有，最终以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6年。

入监以来，夏某没有说过一句话，无论监狱民警怎么劝说，夏
某始终不愿开口，同犯之间也从未有过交流。不仅如此，夏某还
不参加队列训练，不学习行为规范，就连家人前来会见都被他拒
绝，民警无法得知他的个人经历和身体状况，无法进行心理测试
和精神病鉴定。

“哑巴”罪犯不开口，民警只能从夏某入监前的相关接触人入
手，从侧面勾勒夏某的性格特点、精神状态和家庭背景。

于是，一场围绕夏某的教育攻坚战打响了。翻阅副档，查阅
原始资料，逐字逐句对其个人档案进行分析……监狱民警不放过
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包括夏某的妹妹、妻子、夏某盗窃案的主审
法官、金华市看守所所长及管理民警、原物流公司领导，监狱民警
都一一打电话去询问。通过一遍一遍的询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的了解，夏某原来的工作、生活轨迹渐渐清晰起来。

夏某的父亲在2014年患食道癌去世，家中还有70多岁的母
亲、听力障碍的妻子和一对龙凤胎儿女。在外人看来，夏某有儿
有女，家庭也还算圆满。可外人不知道的是，看似健康的双胞胎
弟弟其实是个脑瘫儿。入监前，夏某几乎每天都要带儿子去康复
中心治疗，每月的康复费用至少几百元。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指着
夏某一个人，他还欠着几万元的外债。

重压之下，夏某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警官，我想给家里打电话！”
“他很容易钻牛角尖。”夏某的妻子告诉民警。夏某入狱后，

她进城打工，日常开支不足的部分由夏某的妹妹在帮衬着。妻子
原本想会见的时候告诉夏某不用担心，却被拒之门外。

入监前，夏某曾寄过一张明信片给妻子，上面只有一句话“照
顾好孩子”。之后，无论家人怎么写信，夏某都不再回信。

在充分了解夏某的情况后，监狱召开专题分析会，认为夏某
不愿意说话的原因不外乎担心脑瘫儿子的情况以及对家人深深
的自责。找到心结后，民警不厌其烦地找夏某谈话，一次不行就
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誓要让“哑巴”开口。

虽然夏某不愿见家人，也不回信，谈话的时候依然一言不发，
但民警能感觉到，每次民警说到他家的情况时，夏某都特别在意，
时而皱眉时而微笑。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17日晚上，民警意外收到了夏某写的
纸条“警官，我想给家里打电话”。

拿到纸条后，监狱连夜召开小组会议，并当晚和夏某妻子、妹
妹通了电话，希望她们在次日的通话中对夏某多多鼓励。

第二天，夏某如愿与家人通话。6分钟的时间，夏某所有的
话题都围绕着脑瘫儿子的病情。下午，监狱民警趁热打铁，安排
心理咨询师以及社会志愿者再次找夏某聊天。当话题再一次谈
及孩子的时候，夏某突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你们放心，我会听警官话的”
那天下午，“哑巴”夏某不仅哭了个痛快，也说了个彻底。两

个月没有开口的他，说了整整一个下午。
但最让夏某意外的是，通话后的第二天，朝思暮想的家人就

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原来，监狱民警根据夏某打电话的情况，认为改造夏某的突

破口就是他的家人，为了彻底打开夏某的心结，民警说服夏某的
家属前来临时会见，开展亲情帮教。

面对朝思暮想的亲人，夏某愣在原地，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
在亲人面前，夏某慢慢地打开了话闸，紧张的情绪也放松了

下来。一个小时的会见，夏某几乎没有停下来过，最后，夏某向妻
子和妹妹保证：“你们放心，我会听警官话的。”

会见结束后，夏某入监以来第一次主动和民警说话了：“这段
时间真是给警官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哑巴”罪犯终于在民警的
不懈努力下，开口说话了。

十佳宣讲员合影 何军 摄

回 家

南湖一监区二分监区 陈声浩

“爸爸，你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
在《浙江法制报》上看到九岁朵朵对刑警爸
爸的呼唤，却成了我无法闪躲的隐痛。

朵朵是不幸的，天真活泼的年岁不能在
爸爸膝下撒欢、成长。可与我的儿子相比，
朵朵何其幸运，她有一个值得引以为傲的刑
警爸爸，而我的儿子却只有一个让他无法在
小伙伴面前提及的罪犯父亲。儿子命苦，三
岁那年我与妻子分开，他随外婆回了江西老
家，成了一名留守儿童。每次回家看儿子，
他总喜欢窝在我的怀里不肯离去，即便熟睡
中也不忘拽紧我的衣服，生怕我悄然离开。
我深知于年幼的儿子而言，只要爸爸妈妈在
身边每天都是节日，爸爸妈妈温暖的怀抱才
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

儿子五岁那年，我犯罪入狱，他的靠山
倒了，天塌了。受了委屈他不能再打电话
给我撒娇，每个月再也收不到我从杭州寄
去的玩具和新衣裳，他的爸爸“消失”了。
岳母告诉我，儿子时常在睡梦中呼喊：爸爸
回家……

入狱以来，哥哥多次提出想把儿子接回
贵州老家上学。每年春节，父亲也总想接孙
子回老家过年。可儿子总是倔强地说：“等
爸爸回来，我们一起回家。”前些天，打亲情
电话，儿子告诉我外婆给他庆祝了十岁生
日。我问他许下了什么愿望？儿子怯懦地
回答：希望爸爸早些回家……

是啊，我是该早些回家了，为了儿子即
将逝去的童年，为了给儿子一个温馨完整
的家。

憋了2个月“哑巴”罪犯说话了
他对狱警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真故事讲出了真声音
浙江省属监狱系统微型党课大赛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