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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房里还是车里？

通过手机号，警方很快确定了男子

的基本信息：李某，34岁，云南人，刚到嘉

兴半年多，在王店某物流公司工作，名下

有一辆汽车，以及他出租房的地址。

“得知男子有一辆汽车，我们立即调

取了辖区内的监控视频，发现该车辆正

处于行驶状态中。”王店派出所副所长杜

建锦说，“当时有一个疑问，就是正在驾

驶这辆汽车的人是否就是李某本人？”

为了证实这个疑问，警方兵分两路，

杜建锦带领3名辅警赶到李某的出租房，

同时由派出所民警陈新兴带领9名辅警，

驾驶2辆警车，通过监控视频显示的行车

轨迹寻找这辆汽车。

当杜建锦他们到达出租房时，房间

里并没有人，杜建锦基本确定了是李某

在驾驶车辆。他马上将情况告知陈新兴

以及在所里实时调看监控视频的所长祖

雪峰，然后立即赶去和“寻人小分队”汇

合，同时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李某，打

到第8个时，李某接了！

“你姐姐在哪里我们找不到，你在哪

里？”

“我在买药的路上。”李某说完这句

话，又挂断了电话。

同一时间，王店派出所内，祖雪峰以

及5名辅警紧紧盯着屏幕，一刻也不敢放

松。屏幕上，李某在开往海盐方向之后

15分钟内，“失踪”了……

“百草枯”就在手上

正当所有人都揪着一颗心时，李某

的车辆再次出现在了王店辖区。

“最终发现他的车辆是在一条河边，

车里面没有人。我们都以为他要跳河，

可是河水很浅，所以我们怀疑他就在附

近，于是扩大了搜寻范围。”此时，22名警

力在河边的小树林用最快的速度穿梭寻

找，毫不在意皮肤被树枝刮伤，大家只想

着一定要快点找到李某。

“看！在那！”搜寻了10分钟左右，民

警终于找到了李某。大家松了一口气，

可马上又倒吸了一口气，因为李某的手

上拿着一瓶已经打开了瓶盖的农药“百

草枯”。

“我马上观察他的状态，看到他还在

吸烟，应该是没有喝农药，我就松了一口

气。因为这东西只要喝一口，就算我们立

马带他去医院洗胃，后果也不堪设想。”确

定了人没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劝说，可

是李某不让民警靠近，这该怎么办？

苦口婆心劝说近3小时

杜建锦等人远远地站着，和李某拉

着家常。通过交流，民警了解到，李某谈

了半年的女朋友要和他分手，他打了无

数个电话想挽留，不料却被女朋友拉进

黑名单，于是他情绪崩溃，想到了自杀。

“你还有家人，你可不能一时冲动啊！

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聊了半个多小时，

从爱情到人生再到未来，民警当起了“人生

导师”，李某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些。

可他仍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一旁

的民警焦急万分，“我们真是害怕他一激

动，随手喝一口农药，那就不妙了呀！”在

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李某终于放弃

了农药，并跟随民警回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民警又当了2个小时的

“人生导师”。随后李某的姐姐也赶到了

派出所，“你以为自己还小吗？到现在还

因为失恋要闹自杀，你就不想想家人

吗？”“一辈子的亲情抵不过几个月的爱

情？”在民警的教导和姐姐的数落后，李

某似乎清醒了一些……

3个小时，近30名警力，调动上百个

监控，一场寻人接力终于挽回了一条生

命，“虽然结果是好的，但我们也希望大

家，不论什么事情都不要拿生死开玩笑，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三无罪犯”收到了信

来到分监区，柯诗明先去找罪犯罗

某谈心，“只有了解了罪犯特别是其中几

个的思想动态后，才能放心地组织观看

阅兵。”

罪犯罗某，去年刚投入省金华监狱

改造时，是一名“三无罪犯”（无会见、无

通讯、无汇款）。家人因为他犯下的罪，

不愿意谅解他，又因为自己刑期比较长，

看不到希望，罗某自入监以来，改造表现

一直很差，平时与其他罪犯的对立情绪

也非常明显。

为了能让罗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柯诗明尝试着联系罗某的家人。但由于

长时间未联系，家人的电话早已更换，他

又主动联系当地司法部门，找到罗某家

人的联系方式，将罗某的改造情况反映

给他们，建议他们多多鼓励罗某，给予他

亲情上的支持，但沟通过程中罗某的家

人一直未能原谅他。

柯诗明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在查

阅罗某档案资料的时候，他发现罗某曾

有过参加乐器班的经历，恰好当时监区

正在组建罪犯民乐队，柯诗明就鼓励他

去参加，更多地融入到与同监犯的相处

之中。平时，柯诗明主动多次接触罗某，

跟他谈心，推荐他看一些书籍，引导他改

过自新，尝试着找回缺失的亲情，取得家

人的谅解和支持。

“我们都没有放弃他，你们有血肉亲

情，更不应该放弃他。”在柯诗明的努力

和坚持下，罗某的家人也被感动了。终

于，在今年6月份，罗某收到了家里寄来

的第一封信。“当看到罗某收到来信时的

欣喜表情，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工作都

值了。”柯诗明说。

组织罪犯坐在
分监区的电视机前

作为分监区的指导员，柯诗明对罪

犯的教育总是用情用心，工作中他总结

出了三个“小绝招”：第一招打好亲情牌；

第二招抓住兴趣点；第三招转变人生

观。运用这三招，他让那些抗改造、改造

之路迷茫的罪犯看到了人生希望，找到

了努力方向。由于他用心用情的工作方

法总能啃下一个个“硬骨头”，为此，柯诗

明所在的分监区总是勇挑重担，监区里

的改造“刺头”都送到他这里。从今年初

到现在，已经有多名罪犯来到二分监

区。柯诗明针对不同的个案制定相应的

对策，进行辅助教育转化。目前，这些罪

犯的教育改造状态都比较平稳。

国庆当天，柯诗明在与罗某的谈话

中了解到，罗某思想比较稳定，改造态

度也更加积极。他在心里稍稍松了口

气。眼看离阅兵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

柯诗明跟同事一起组织罪犯坐在分监区

的电视机前，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的

到来。

最亏欠的是家人

这个国庆假期，柯诗明总共只轮休

了1天。这样的工作状态，柯诗明已经习

以为常。从警8年，在柯诗明的记忆里，

自己似乎还没有在国庆长假里陪家人外

出旅游过。他感慨，自己最亏欠的还是

家人。不过，家人对他的工作都很支持，

妻子虽然嘴上抱怨他不管儿子，但其实

特别能体谅他的工作。而今年才4岁的

儿子也很崇拜穿警服的爸爸，“我平时很

少有时间接孩子，难得有那么几次，下了

班去接他，他高兴得不得了。”

看着电视屏幕上盛大的阅兵场景，

柯诗明内心激动。他说，作为一名监狱

民警，他最想教育罪犯的是，身处高墙的

他们应该好好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成为

一名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公民，

投身祖国的建设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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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亲情抵不过几个月的爱情？”

“这是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时机”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孔嘉敏 陈晓

“帮我个忙，帮我和我姐说一下，我不想活了。”10月6日下午3点，嘉兴市公

安局秀洲区分局王店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男子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可内

容却令民警吃惊。

“你叫什么名字？你姐姐叫什么名字？你现在在哪里？”

“你们通过我的手机号就能查到我的信息。”不理会民警的追问，男子挂断了

电话。

为了寻找这名试图自杀的男子，秀洲警方立即行动起来，一场寻人接力就此

展开。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苏造造

“上午有盛大的阅兵仪式，及时组织罪犯观看，是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好时机。”想到这里，省金华监狱三监区二分监区的指导员柯诗明不觉加快了

进监的脚步。国庆当天是他长假值班的第一天，“监狱民警的工作性质，决定了

我们可能要放弃更多的休息时间，因为监狱的监管安全需要我们24小时在岗。”

柯诗明说，在国庆假期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就是对祖国母亲最好的献礼。

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