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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钟伟

“希望你们把这里当成学校，重塑一个崭新
的自我！”每周五上午9点，省十里坪监狱五监区
狱警朱永速的入监教育课准时开课，每期新入
监的服刑人员都会在这里接受法律政策、监规
纪律和行为规范教育。

这堂课，老朱一上就上了10年。

“接地气”的入监课堂
“我们都称他为‘朱老师’，他的讲课特别亲

切，内容贴近生活。”即将刑满释放的刘某因服
刑期间表现突出，减刑一年两个月。可谁能想
到，他刚入监时，是个不服管教的“问题学生”，
直到听了老朱的课，他才有了转变。

课堂内，整齐端坐着的“学生”是刚从看守所投送到监狱改
造的服刑人员，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为期两个月的入监教育。

上好入监第一课，把好教育第一关，对帮助新入监服刑人员
顺利度过适应期有着重要作用。为此，监区成立入监讲师团，56
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位讲师。

因为对入监教育的热爱，2006年，老朱申请调入五监区，从
事新入监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作为讲师团中年龄最大的
成员，老朱凭借专业理论和丰富经验，打造了一堂“接地气”的入
监教育课。

有一次，一名服刑人员经报告允许后去上厕所，回来时忘了
报告，老朱没有当场指责他，而是举了个例子，“有位年轻人乘火
车出去旅行，返程时由于买不到票，他灵机一动，想用来时的旧
票蒙混过关，在最后的出口处，被一位年迈的检票员发现。在帮
年轻人办理了补票手续后，检票员还送给他四个字，‘慎终如始
’。”这名服刑人员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喜欢唱歌的朱老师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老朱喜欢唱歌，曾获监狱

“十佳歌手”，上课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特长融入到课堂中，比
如把改造歌曲和流行励志歌曲结合在一起，让服刑人员在相对
轻松的氛围下学习，踏实走好服刑改造的每一步。

除此之外，老朱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法律、经济、艺术
等，平时还会上网学习新潮事物，不断给自己“充电”。他的
课堂气氛活跃、形式多样，受各年龄段、不同学历的服刑人员
所喜爱。

“引用不同事例讲述同样的道理，尽量贴近服刑人员关注的
话题，这样才能一直保持课程的鲜活度。”老朱道出了这堂课能
保持活力的秘诀。

课外“辅导员”
老朱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不能仅停留在课堂上，更多的是

在日常生活、学习和训练上的指导和帮助。每名服刑人员入监
后，老朱都会和分监区民警一起，逐个找他们谈话，了解其思想
动态和家庭情况，尽可能地帮他们解决困难。

“真的很感谢朱老师。”回忆刚入监时的场景，服刑人员王某
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去年冬天，王某入监第五天，家中来信告
知，远在安徽的老母亲得知儿子入监的消息后，独自赶往监狱，
之后下落不明，全家人正在寻找老人的下落。

在课堂上，王某紧握手中的书信，焦虑地望着窗外，老朱似
乎从王某皱紧的眉眼间读出了什么，课后单独找到王某谈话。

“别担心，把你家的地址给我。”老朱迅速联系当地司法局，
详细讲述情况后，对方答应帮助联系王某家人。两个小时后，大
家在当地汽车站找到了老人。通过亲情电话，王某听到了母亲
的声音，瞬间泣不成声。

“朱老师的帮助给了我温暖，让我充满动力，他给我上的第
一堂课，也是我迈向新生的第一课。”王某说。

“真想一直上下去！”老朱惋惜地说，明年就要退休了，他舍
不得这身制服，也舍不得入监第一课，“服刑人员是从我的课堂
开始的第二次人生，我希望他们都能有所改变，这也是我最大的
成就。”

打开心灵之窗
省金华监狱开设“心理健康微课堂”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张青松 朱嘉达

本报讯“当我们用一个手指在指点别人的时
候，别忘了还有三个手指正在指向我们自己。所以
在日常改造生活中，大家也要做到换位思考。”日
前，在省金华监狱东关押点内的演播大厅，来自二
监区的民警心理咨询师郭阳雷开始了主题为“换位
思考”的心理健康课讲座。这也标志着该监“心理
健康微课堂”正式开讲。

本次心理健康教育微课堂是金华监狱2016年
度“打开心灵百叶窗，春风伴我新生行”心理健康季
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参加微课堂录制的授课民警大多来自基层一
线，他们充分结合服刑人员在改造生活中容易出现
的心理疑虑、困惑，列举了许多发生在服刑人员身
边的事例，运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获得了
不少服刑人员的认可。

接下来，监狱还将举办心理团辅、电影周等系
列活动。

学汉字学国学
省第六监狱“双学”活动促改造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潘火高 孙康

本报讯 近日，省第六监狱开展“喜迎G20 国学
塑新人”主题系列活动，其中，“学汉字学国学”活动
在外籍服刑人员中颇受欢迎。

“双学”活动每周一安排中文教学，采取集中授
课，学习监狱自编教材和读本。同时，监狱与中国
计量大学合作，建立教育实验基地，邀请师生进监
开设基地课堂。监狱组织中文书画小组、曲艺小组
（语言类）、诗歌小组等，服刑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
开展活动，陶冶情操，培养兴趣。

此外，与“双学”活动配套的还有“六个一”比
赛，即写一封中文家书、念一首中文诗歌、唱一首中
文歌曲、写一幅书法、讲一个身边故事、开展一个主
题演讲比赛，营造浓厚的学中文学国学氛围。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沈俊娜

本报讯 “警官，我得到大队级表扬了，谢谢你。”近日，省莫
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赵娟（化名）兴冲冲地跑进民
警值班室，向帮教民警表达谢意。

今年21岁的赵娟是桐乡人，2014年11月 27日在嘉兴某酒
店吸食冰毒时被民警抓获，随后被送到该戒毒所进行为期2年的
强制隔离戒毒。

刚入所时，赵娟因长期受毒品侵蚀，虽然外貌清秀，但反应
迟钝、面无表情。别人与她谈话时，她的回复只有点头和摇头，
更多的是沉默。“她就像一个木偶，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跟她对
视久了，自己都感觉心里发毛。”这是她刚入所时，同组戒毒人员
对她的评价。

随后赵娟被诊断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为了帮助
她，帮教民警定期对她进行心理疏导，并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关
照，特别是在她生理期时，教她正确使用卫生巾，帮她清理衣物
和床单上的血污。

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曾经的“木偶娃娃”消除了对民警
的心理防备与顾虑，开始主动找民警交流感想。在交流过程中，
民警了解到，赵娟很有音乐天赋，特别喜欢唱歌，便鼓励她展示
自己的才能，多次安排她参加所里举办的各类演出活动，增强她
的自信心。

随后，民警又多次联系赵娟的父母，做通双方的思想工作，
让他们通过亲情电话鼓励赵娟，缓和她与父母的关系。

经过1年多的努力，赵娟的戒治态度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而且被评上大队级“百安”活动戒毒人员，日常戒治道路也逐
渐步入正轨。

南湖监狱 罗文力

“我是我所读过和所记得的东西的总和。”这是诗人布罗
茨基说过的一句话。无疑，读书塑造了他的内在气质和外
在品味，甚至融入灵魂成就了他生命的高贵。同样的，读
书让萨特醍醐灌顶地思考个体选择和创造，让彼得·梅尔
把法国小镇普罗旺斯变成文青圣地，让三毛把流浪变成一
种时尚……

品味读书，品的是那种手指轻触在泛黄纸张上的质感，
味的是那缕幽幽淡淡沁心入肺的墨香，读的是文字交错组合
所带来的欢畅快意。手捧一本好书，如获至宝般仔细品读，

任文字如琴弦美音轻叩心灵，那种愉悦和舒爽便成了最美味
的心灵鸡汤。

然而如今，书对我们的意义不再是读，而变成了晒，人们
争着晒书单、晒书目、晒书架、晒书屋，却晒不出内容、晒不出
精神和感悟，这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的。著名作家杨绛说：

“多作怪的‘丑人’，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当我们抱怨没时间读书，其实是认为有这样或那样的

事比看书来得急迫和重要。品读，不必非在窗前月下，也不
必非要有完整的时间，只需那么一小会儿，只需随意一个地
方，只需简单的一本书，便可遁入一个激动人心、充满能量
的世界。

作为一名失去自由的囚子，我们可以借助读书让灵魂获
得另一种高度的自由。化铁窗为寒窗，多读书、读好书，做好
回归社会的准备，这才是我们服刑期间的“必修课”。在身陷
囹圄这一特殊的人生阶段，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品读，就
能填补精神的空虚，消除思想的愚昧。愿大家以书为乐，早
日驶向新生的彼岸，真正成为一名有涵养和品德、有担当和
作为的新人。

品味读书

“木偶娃娃”蜕变记

“从这里开始你们的第二次人生”
省十里坪监狱狱警朱永速10年驻守“入监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