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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孙洪程

本报讯 “刚拿到一本‘优秀家属

证’。感悟这十年来，共同成长的是我

们。”走出监狱大门，服刑人员李某的女

儿小李就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到。

日前，省第二监狱举办教育开放日

暨“百名改造标兵”奖励大会，对上半年

改造表现突出的“百名改造标兵”进行

奖励，并向被监狱评为“十佳帮教亲属”

的家属颁发荣誉证书。据悉，评选“十

佳帮教亲属”是监狱今年帮教工作的又

一创新。

接过荣誉证书，小李感慨万千。10

年前，李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当时小李几乎想与他断了父女关系，李

某的改造也一度陷入低谷。10年来，

民警经常给小李打电话告知李某的改

造情况，慢慢地，小李重新接受了父亲，

还积极参与到对父亲的帮教中。

知道能在开放日见到女儿，李某在

1个月前就开始准备礼物了——用在

监狱里学的缝纫技术为女儿做件连衣

裙。当天，打开父亲递过来的礼盒，小

李就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和

爸爸相拥而泣。

活动中，服刑人员家属在民警的引

导下参观了服刑人员的生活现场，观看

了由服刑人员现场展示的棕榈叶编织、

葫芦丝演奏、剪纸、书法创作等特色教

育项目。这些非遗文化项目在大墙内

落地生根，既让服刑人员受到了文化熏

陶、利于修心改造，又有利于非遗文化

的传承。

省第二监狱党委书记、政委施志仁

介绍说：“监狱将把教育开放日作为‘治

本安全观’和开展服刑人员‘修心教育’

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亲情感化作用，

逐步形成常态化、特色化、社会化的帮

教新机制，努力把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成

为人格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父亲在监狱为女儿做了件连衣裙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张英 陈小明

本报讯 “我一直记得当时管教警

官对我说的一句话：越到谷底越不要放

弃……”近日，在省乔司监狱第六分监

狱举行的2017监区文化汇报演出暨

“修心养德 浓情相约”大型亲情帮教活

动上，公益组织狮子会爱心人士虞忠完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20多年前，虞忠完曾在第六分监狱

服刑，得到了管教警官的帮助。出狱后，

怀有感恩之心的他开始帮助贫困儿童，

走上助学帮困之路。20年来，他资助了

数十名贫困学生，捐款200余万元，并入

选“浙江好人榜”。当天，虞忠完与省乔

司监狱签订了一项长达10年的帮教协

议，将资助逾200名服刑人员子女就学、

生活，为服刑人员解决实际困难。

当天活动上，第六分监狱还展示了

一区一品监区文化建设成果。据悉，今

年以来，第六分监狱积极践行“治本安

全观”，以修心教育和监区文化为抓手，

积极推进一区一品建设和“心灵改造”

工程，帮助服刑人员树立感恩之心，达

到以纪律人、以德塑人、以情化人的教

育改造目的。

用民乐的力量
帮囚子重塑新我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司徒司彧

本报讯 近日，省第四监狱举办了“鼓舞

新声 乐思无邪”民乐文化品牌启动仪式。

活动中，二胡独奏《战马奔腾》、葫芦丝独

奏《月光下的凤尾竹》、新民乐《梦里水

乡》……动人的民乐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

声，参演的服刑人员也通过节目表达了积极

改造的决心。

省第四监狱将中华优秀传统民乐文化与

服刑人员日常改造相结合，借助艺术的感染

力，帮助服刑人员重塑新我。杭州余杭区文

化馆还将“余杭区民乐培训基地”的牌匾授予

省第四监狱。

“您让我感受到了
久违的亲情温暖”
民警用情换来“刺儿头”回头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赵伟

本报讯 “谢谢您，虽然您不是我的亲

人，却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温暖……”近

日，省良渚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向某

通过心桥周记，向帮教民警表达了感激之情。

今年22岁的向某出生在四川的偏僻乡

村，自小父母离异。初中毕业后，他独自一人

到浙江打工，后因交友不慎染上毒瘾，虽然第

一次从戒毒所成功戒毒，但回归社会后又复

吸，被送进了省良渚强制隔离戒毒所。

入所后，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向某，抱着

“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做事我行我素。他还以

“过来人”自居，有意无意引导其他戒毒人员对

抗民警的帮教，成了所里有名的“刺儿头”。

“一个戒毒人员的矫治态度，会影响到一

批戒毒人员的心态，必须让他安心矫治。”帮

教民警告诉记者，所里发现向某的问题后，立

即安排民警进行一对一帮教，从向某平时一

些小问题入手，慢慢引导。

民警了解到，向某虽然跟母亲有联系，但关

系一般，与父亲则几乎断了往来。民警决定先

与向某建立信任，做他的“贴心人”：在他出现对

抗管理等严重违纪问题时，宣传好所规所纪并

采取严厉措施；在他情绪低落时，主动找其谈

心，借鉴心理咨询的方式，多给予支持、鼓励。

经过民警半年多的悉心帮教，向某的矫

治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开始主动找民警聊

天。他还开始积极参加各项康复训练，向大

队要求进行习艺劳动，学得一技之长。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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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浪子反哺服刑人员子女

本报记者 王春芳 许乔静
通讯员 祝珺

本报讯 “一动一静之谓修心，一

阴一阳之谓修行。”在近日浙江省第二

女子监狱举办的“修心养性 健康向阳”

太极健身操展演活动上，伴随着音乐的

韵律，服刑人员用行云流水般的招式，

诠释着自己对太极的理解。

为加强太极拳的健身修心效果，省

第二女子监狱各监区集思广益，结合自

身学习感悟，以太极方阵为基础，融入

朗诵、武术、书法、国画、古筝演奏等元

素，编排出独特的原创节目。七监区用

舞动的蓝色绸带喻水，用服刑人员变化

的阵型配合黑白两色演出服展现阴阳

两极交融，体现“上善若水”的深刻内

涵。凭借标准整齐的动作、编排独特的

队形，七监区摘得展演桂冠。

此次展演活动从7月开始筹备，各

监区通过选拔确定参赛服刑人员。三

监区的朱某年近古稀，在报名参赛人数

已经超额的情况下，仍主动要求参加活

动。管教民警和其他服刑人员都劝她：

“虽然你身体一向不错，但有些动作对

你来说难度太大，身体可能吃不消。”朱

某却说，自己之前在农村就很想学太

极，可是没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她不想

错过，而且她还想出狱后教教村里的其

他老人，让大家一起都来打太极健身。

为了满足朱某的美好心愿，管教民警陪

着她一起练习，一遍遍为她讲解动作要

领。终于，朱某能够完整地打好一套二

十四式太极拳。

今年以来，省第二女子监狱响应省

监狱管理局“修心促改造，喜迎十九大”

主题教育活动的号召，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修心教育”活动，选取太极拳作为修

心健身操的展现形式，融入向阳品牌文

化，以监区为参赛单位在全监开展“燃

情八月 太极净心”修心成果展示活动，

在“修心”主题中打造监区特色文化。

古稀老太监狱里学打太极
省第二女子监狱“修心养性”教育引人“健康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