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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电话牵线
母女再续亲情

“妈妈，你们好吗？最近我参加了监狱文

艺队，体重减了，跳舞更轻松了。”

“我们都好，上次你说人老了不能太胖，你

爸最近去参加夜跑队了，我也去跳广场舞

了。”和母亲拉家常的姑娘叫桃桃（化名），是

省第二女子监狱的服刑人员。能这样和母亲

聊天，在遇到管教民警孙春燕前，桃桃可是不

敢想。

桃桃被分到监区后，孙春燕注意到，这个

姑娘一说到家人就沉默，对出监后的生活也没

太多憧憬。她还发现，桃桃几乎没有家人会

见，也不和家里通电话。通过侧面了解，孙春

燕找到了桃桃的心病症结：桃桃的亲生父母在

她出生没多久就分开了，她是姑姑、姑父抚养

大的。虽然他们对她视如己出，但桃桃对自己

的出身总有心结。亲身父亲对桃桃并不关心，

还常借着探望桃桃的机会来借钱。父亲的不

争气和周围人的风言风语让桃桃感到自卑，13

岁那年她离家出走，最终误入歧途。

孙春燕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励，让桃桃对

这个大姐姐很是信任。“我觉得自己没脸见爸

爸妈妈，他们肯定对我很失望。”桃桃红着眼告

诉孙春燕，自己从小就想要一个幸福的家，但

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得知桃桃的想法后，孙春

燕决定帮她找回这个家。孙春燕联系上桃桃

的养父母，向他们介绍了桃桃的近况。桃桃的

养父母也激动地告诉孙春燕，他们很关心桃

桃，可桃桃一直在回避他们。孙春燕将养父母

的心里话转达给了桃桃，让她鼓起勇气给他们

打个亲情电话。

“妈妈，你和爸爸还要我吗？”“你永远都是

我们的孩子。”听到养母的这句话，桃桃压在心

里多年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之后，她每个月都

会向家里打电话，而家人的鼓励让她对未来有

了期待。

“管教，我妈让我在这里多学知识和做人

的道理，出去在家附近找个工作。”桃桃跟孙春

燕商量说，自己想报“景区解说员”这门课，出

去后争取在家附近的景区做导游，陪在父母身

边。孙春燕告诉她，不管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只要走正道，自己都会支持她。

母亲心系病女
电话传递亲情

“嫂子辛苦了，帮我好好照顾娜娜，我下个

月再打来。”结束了这个月的亲情电话后，阿月

（化名）更加坚定了努力改造、早日出狱的决

心。一年前，阿月收到家人来信，得知二女儿

娜娜（化名）突然病重，当时她觉得整个世界都

塌了，是管教民警许洁和监区各级领导的关怀

和帮助让她走出了低谷。

阿月的丈夫也是服刑人员，他们的三个女

儿由阿月的哥哥嫂嫂代为抚养。虽然娜娜的

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突然病重的消息还是让

阿月始料不及，她也因此吃不下饭，睡不着

觉。得知情况后，管教民警许洁第一时间上报

分监区，分监区马上安排阿月打亲情电话，并

上报监区。监区高度重视，特批阿月当月再多

打两次亲情电话。

不巧的是，每次阿月和家里通电话时娜娜

不是在治疗，就是已经睡着了。怎么才能让

阿月听到娜娜的声音？许洁想了个办法，让

阿月的嫂子帮忙录下娜娜的声音，播给阿月

听。

“妈妈，不要担心我。”听到娜娜的这声呼

喊，阿月的眼泪夺眶而出。虽然娜娜只说了这

句话，但对阿月来说胜过千言万语。那段时

间，阿月非常珍惜亲情电话的每分每秒。为了

让阿月及时了解女儿的病情，许洁几乎每天都

联系阿月的嫂子。如何筹集高昂的医药费也

是阿月的一块心病，许洁和同事们帮着想了不

少主意，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两个月过去了，娜娜的病情渐渐稳定下

来，阿月的心也终于放下了。她拉着许洁的手

说：“管教，太谢谢你们了，不然我真不知道该

怎么办！”

天降噩耗满腹自责
民警帮助走出阴霾

“嘟嘟嘟……”丈夫没接电话，燕儿（化名）

有些奇怪。还有一个月阿燕就刑满了，心急的

她想早点和老公说好带上那件她最喜欢的衣

服给她作为新生服。联系不上老公，阿燕只好

打给哥哥问问情况。

“你老公去世了……”听到这几个字，燕儿

觉得天都塌了，接下去的话也听不清了。第二

天一上班，管教民警赵瑜婷就联系了燕儿的哥

哥，详细询问燕儿丈夫及孩子的情况。见燕儿

吃不下饭，赵瑜婷买来面包，一边“监督”她吃

下去，一边告诉她，她的丈夫几天前因出租房

失火去世了，家里人已办好了后事，孩子由哥

哥一家代为照顾，情绪还算稳定。

“都怪我，要不是我在这里，他也不会从老

家过来……”燕儿和丈夫都是外省人，燕儿入

监后，丈夫一直在浙江打工等燕儿刑满一起回

家。燕儿觉得，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丈夫就不

会死，满腹的自责让燕儿非常绝望。

怎么样才能帮燕儿振作起来？赵瑜婷换

位思考，燕儿不只是一个痴情的妻子，还是一

个有责任感的母亲。赵瑜婷让燕儿多想想孩

子，在她的劝说下，燕儿慢慢振作起来。她决

定要做孩子的依靠，并开始规划出监后需要做

的事情。

出监那天，赵瑜婷送燕儿到监区门口，看

着这个陪着自己走出阴霾的管教，燕儿流着泪

保证说，自己一定会重新做人，做个好母亲。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实习生 陈欣 詹志浩

本报讯“你听那母亲呼唤多么甜蜜，

我们曾和她相偎依，纵然岁月消逝也不能

忘记，我一心要回去，一心要回去。快回

去，快回去，亲爱的妈妈，呼唤你赶快回

去……”

近日，温暖悠扬的歌声从省乔司监

狱出入监分监狱的文化大礼堂传出。

原来，监狱正在举行第十期“名人名讲”

活动。

来到现场的嘉宾，是杭州电视台著名

节目《阿六头说新闻》的主持人、作家安峰

老师。此次，他带来了浙江运河学会微

剧社最新的话剧节目，为广大监狱干警

及 1000 余名服刑人员送来了别开生面

的演出。

亲情的力量是服刑人员在监狱改造中

最为强大的精神支撑。本次微剧社带来的

微话剧《我们仨》根据杨绛先生同名长篇散

文改编而成，讲述了钱钟书一家几十年相

守相助、相聚相失的经历。演出的最后，大

屏幕上还播放了监狱以往亲情帮教活动的

照片——有给年迈的母亲过生日的、有小

女儿喂父亲吃西瓜的、有凝视年幼的儿子

学吃饭的、有中秋佳节与家人团聚的……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画面，让台下的服刑人

员再也抑制不住情绪，不少人泪流满面。

随后，安峰老师与服刑人员进行了现场交

流，鼓励服刑人员为亲人、为自己，踏实走

好改造之路，并建议大家多去接触优秀的

文艺作品，陶冶高尚情操。

“名人名讲”活动是省乔司监狱邀请社

会知名人士进监宣讲，促进教育改造社会

化的一项特色活动，先后邀请了“全国道德

模范”孔胜东、“感动中国人物”陈斌强、“最

美妈妈”吴菊萍、民间公益组织“公羊会”会

长何军等嘉宾参加，每一期都取得了良好

的帮教效果和激励作用。

“教育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监狱

一己之力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人士的关

心帮助和大力支持。”省乔司监狱教育改造

科科长胡迪说。

服刑人员王某称，“名人名讲”举办十

期了，他印象最深的是何军，“我犯了错，走

进监狱，现在需要社会的帮助，出去以后，

我想像何军一样，做公益，回馈社会”。据

悉，“名人名讲”活动开展以来，服刑人员接

受社会名人的感召，有利于开拓自身的视

野、增强改造的动力，为成为合格公民、顺

利回归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想像何军一样做公益，回馈社会”
省乔司监狱借助“名人名讲”助囚子改造

让亲情电话牵起情
用帮教温暖迷途心
省第二女子监狱亲情电话背后的故事动人心

本报记者 王春芳
许乔静

通讯员 吴健瑛

亲情电话是服刑

人员与家人联系的重

要渠道，通过它传递

的亲情是每个服刑人

员改造的精神寄托。

在这些亲情电话背

后，或有监狱民警的

努力牵线，或有她们

的细心守护，或有她

们的温情陪伴。近

日，记者走进浙江省

第二女子监狱，探寻

亲情电话后面民警与

服刑人员之间的动人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