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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苏造造

本报讯 “今天的活动很新鲜，也很

受启发，家人的出现给了我很大鼓励。

而且，活动还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

让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服刑人员

周某挽着妻子的手，激动地说。

近日，省金华监狱举行了“大爱在

心 梦想起航”第三届心理趣味运动会，

台州社会公益组织人员及部分服刑人员

家属共同参与。修心成果的展示、亲情

帮教的温暖、爱心传递的温馨、趣味运动

会的热烈……在民警、志愿者和家属的

帮助下，服刑人员尽情投入活动。

“你苦了，家人们也苦；你们失去了

自由，家人也没了依靠。浪子回头金不

换，希望你们好好改造，让我们一起努

力，一起加油，争取早日回家和亲人团

聚！”服刑人员吕某妻子的一番发言，听

哭了在场的服刑人员。8月下旬，监狱

在调查摸排的基础上，筛选了9名较为

典型的困难服刑人员作为帮扶对象，由

监区组织相关民警，联合社会公益组织

的爱心人士，跨越两千多公里，历时五十

多个小时，对这些服刑人员家庭进行走

访帮扶，吕某的妻子正是此次帮扶对

象。“3年前，丈夫进了监狱，我的父亲也

因病去世，一下子失去生命中两个最重

要的男人，让我得了抑郁症。但我心里

清楚，我不能倒下，我要把这个家撑起

来，等他回来！”

现场播放的走访过程视频，让服刑

人员感触深刻。服刑人员金某说：“虽然

这次走访帮扶对象不是自己的家人，但

看了还是很受感动，也感觉很温暖。社

会不仅没有抛弃我们，还关心、帮助我

们。我们只有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改

造，争取早日回归，才能回报他们的关

爱。”

下午的心理运动会上，服刑人员为

家人带来了太极操表演，并与家属一起

完成了传递爱心圈等活动。心理趣味运

动会的成功举办，是金华监狱修心教育

成果的又一次大展示，也体现了监狱和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及服刑人员家属对服

刑人员的包容与关爱。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滕小平

本报讯 “一个选择，决定一条

道路；一条道路，到达一方土地；一

方土地，开始一种生活；一种生活，

形成一种命运。”近日，省第五监狱

在东关押点开展以“你想要怎样的明

天”为主题的月度心理健康大讲堂，

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华家庭

教育高级指导师邢少红主讲。入监

分监区全体服刑人员现场聆听，全监

其他服刑人员以观看录播的形式进

行学习。

邢少红从三个角度详细生动地为

服刑人员上了有意义的一课：从“道德

有常”的角度出发，表达人无常、物无

常、事无常的道理；从血脉亲情的角度

出发，告诫服刑人员不忘初心，勇于承

担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重担；

从“因、缘、果”的角度出发，告诫服刑人

员在改造中应使出“洪荒之力”，悔罪向

善，走好新生路。

大讲堂还穿插了互动环节，服刑人

员回答积极，课堂气氛活跃，3名服刑人

员走到课堂中间，与大家分享心情故

事。新犯陈某某在分享过程中留下了

泪水，他哽咽着说：“老师让我们写出生

命中最重要的五个方面，我写的是父

母、金钱、房子、美酒、朋友，根据重要程

度逐一取舍，到最后留下的是父母。虽

然我以前不曾嘘寒问暖地去关心过他

们，但这次活动让我发现了父母对我来

说是如此重要。我会用实际行动，做一

个孝顺儿子。”

今年4月以来，省第五监狱已邀请

高校学者、社会专家等进监开展心理健

康大讲堂5次，让心理健康大讲堂成为

修心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省五监里有答案

本报记者 王春芳 孙佳丽
通讯员 朱海波

本报讯 日前，省临海监狱举行了

一场“修心促改造 经典咏相传”经典美

文朗读大赛。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悠扬的

背景音乐中，来自五监区的服刑人员将

余光中的《乡愁》深情吟诵。

以废纸板做成竹简，借助配乐，八

监区服刑人员施某与另外两名服刑人

员分角色表演情景剧，随后齐声朗诵

《诫子书·静以修身》。他们分组列队，

配合剧情伴舞、跟读，诵读君子该如何

静心养性、修身修心。

这场经典美文朗读大赛，共有104

名服刑人员参加。比赛中，服刑人员用

艺术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分享自己

的感悟。

其实，早在比赛之前，诵读经典美

文已经成为省临海监狱服刑人员的一

个习惯“动作”。

每天的傍晚时分是省临海监狱的

国学朗诵会时间，这样的活动已经持续

了一个月，这既是让服刑人员为参加监

狱组织的朗读大赛做准备，也是引导所

有服刑人员共同参与到朗读经典活动

的平台。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诵读是我

国传统教学的一种做法，而对于文化

程度参差不齐的服刑人员来说，也是

一种较好的学习方法。在诵读时，服

刑人员的语速算不上整齐，但他们都

在努力地朗读，让自己沉浸在经典的

滋养中。

朗读大赛还是一个以点带面、全员

参与、全方位学习的过程。参加比赛的

服刑人员，在朗读之前被要求要掌握词

句含义，理解经典内涵。而没参加比赛

的其他服刑人员，也被要求在诵读时尽

量理解美文的意思。监狱因此掀起一

股学习国学文化的热潮。

朗读大赛结束了，但省临海监狱的

书声并没有停止。服刑人员的人生道

路需要时时修整，让国学经典融入到他

们的生活学习中，帮助他们加强行为养

成，促进积极改造。

“大小姐”变样了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沈俊娜

本报讯 近日，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

戒毒所的戒毒人员沈某提前解除戒毒矫治任

务，见到了心爱的女儿。

沈某，嘉善人，今年 41 岁，前夫在她

19 岁时入赘到她家，但没几年两人就离

异了，女儿归她。后来，沈某结识了现任

吸毒男友后，染上了毒瘾，被当地公安机

关抓获，送进了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

毒所。

入所后，沈某的表现很“奇怪”，不管见到

谁都会问很多问题，但问题颠来倒去就那么

几个，这与其他戒毒人员入所初期不愿说话

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这说明，她心里是缺

乏安全感的，希望通过不断的说话来掩饰内

心的不安。还有一点也能说明这个情况，当

时入所体检时，她竟然紧张到发抖。”帮教民

警说。

“别看她有个20多岁的女儿，但其实还

像个孩子。”帮教民警告诉记者，入所前，沈

某和女儿都没有工作，母女俩和沈某的现

任男友一起，长住在沈某母亲家。可当帮

教民警问她：“这么多人都靠你妈养着，你

们还吸毒，对得起她吗？”她却理直气壮地

说：“养不起就不养好了，我们又没有一定

要她养。”

入所几天后，沈某找到帮教民警，称自己

无法适应所里的生活。民警告诉她这是正常

现象，慢慢就会适应的。她却哭着说：“我不

要洗衣服，家里的衣服都是妈妈洗的。”这让

民警感到非常意外。

随着帮教的深入，帮教民警终于明

白，原来沈某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也正

因为这样，她对所里的戒毒矫治生活产生

了恐惧。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因人施教是

教育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解情况后，帮

教民警决定先帮沈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

每次谈话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帮她去掉“大小

姐”的脾气，耐心地引导她学习、就医，通过一

对一的帮教，慢慢培养她“自己的事情要自己

做”的理念。

经过半年多的耐心帮教，沈某的生活自

理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与民警谈话时态度也

十分积极，还主动要求参加各类习艺劳动。

最终，沈某因表现突出提前解除了戒毒矫治

任务。

国学经典里寻找修心力量
临海监狱培养“朗读者”

“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省金华监狱开展心理趣味运动会帮教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