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犯李某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还

是要积极关注，试着去发现和扩大他目

前所具备的优势资源，通过这些资源，

帮助李某找到打开心结的办法……”又

到了周二的心理沙龙时间，省十里坪监

狱评估矫治中心的资深民警心理咨询

师周旭平针对年轻民警咨询师小吴提

出的疑问，给出了建议。参加沙龙的其

他民警咨询师也纷纷就

罪犯李某的具体情况分

别给出了相应的教育

方案。

这是监狱每周二晚

举行的心理咨询师沙龙

中出现的一幕。为了对

罪犯存在的心理问题进

行高质量地干预和矫治，

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咨

询师们在监狱分管监狱

长的带领下，从2016年8月开始，自发

举办了心理沙龙活动，从专家心理咨询

师，到刚刚加入的青年民警，每周二的

这场“约会”成为他们解决工作难题、提

升自身业务素养的重要平台。

“沙龙的氛围非常好，每一期的心

理沙龙都是一顿‘精神大餐’，不仅有助

于增长心理学专业知识，所学到的东西

还能真正帮助到迷途中的罪犯，让我很

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小吴感慨

地说。民警李绍国则表示：“作为大墙

内的心理咨询师，了解到罪犯的喜怒哀

乐、爱恨情仇，特别是他们当中很多人

因为原生家庭的因素，最终一步步走向

犯罪的深渊，这些都给我们青年民警的

内心带来极大的触动。而心理沙龙则

帮助我们及时将这种触动转化为引导

罪犯的行动。”

不仅是年轻民警，专家心理咨询师

对心理沙龙也大为点赞。监狱“永仁工

作室”首席专家章永仁就表示，每周二

的心理沙龙是他最为期待的活动之一，

“就算当天自己有事外出，也会尽可能

赶来相聚，不少民警心理咨询师都有这

样的想法”。

据了解，省十里坪监狱心理沙龙每

期都有相应的主题，既包括理论的深入

学习，又有实际案例的交流探讨。主题

的贴近性，吸引了民警踊跃参与，至今

已举办了近160期。

“通过这种授课、讨论的形式，系

统地学习心理咨询知识，提高了咨询

能力，促进了民警心理咨询师队伍的

快速成长，培养了一批功底扎实的心

理咨询师，为有效开展心理矫治工作

提供了保障。”省十里坪监狱方政委介

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沙龙还孵育培养出

“晓心工作室”等一批监区级工作室，建

立了咨询师成长梯队，为心理矫治工作

提供动力。比如，“晓心工作室”坚持每

周一晚上开展罪犯团体心理辅导，目前

已开展57期。民警心理咨询师吴骁表

示，参加团体辅导的罪犯共性问题集

中，参与性强，寓教于“悟”，有助于引导

罪犯走上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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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心理咨询师用春风化雨般的

工作，为罪犯营造了良好的咨询氛围，

使罪犯能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把自

己想不通、搞不清、解不开，平时不愿

讲、不敢讲的种种烦恼和疑虑都倾诉出

来。通过这样的心理咨询服务，使罪犯

有了诉说心声、释放情绪的渠道，也为

监狱的安全稳定、罪犯的顺利回归社会

奠定了基础。

为更好地做好心理咨询工作，省

十里坪监狱整合资源，形成心理矫治

主阵地。一方面，沙龙为民警心理咨

询师搭建了学习研讨的平台；另一方

面，创建“永仁工作室”“晓心工作室”

等，对罪犯实施专业化矫治。为了让

心理矫治工作向每个监区普及，监狱

还将36名二级心理咨询师及201名三

级心理咨询师统揽起来，成立心理咨

询协会和心理辅导站，组建“站长+专

兼职咨询师”网络，定期以“派单”的形

式，开展分级咨询，帮助基层分监区化

解矛盾、转化个案。据统计，派单制实

施以来，监狱共派单726个，1442人次

得到了咨询。到2019年上半年，共集

中转化重点罪犯12名，与去年同期相

比上升25%。

除了整合监狱现有资源，监狱还积

极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到罪犯的心理矫

治工作中。

监狱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史占彪、北

京师范大学郑日昌、浙江大学马建青等

一批具有行业权威的心理学专家，来监

开展“一师双教”活动，利用周一“5+1+

1”教育日时间，有计划地在罪犯中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

高罪犯心理调节能力。同时，为广大民

警心理咨询师授课，进行现场督导，提

升心理咨询技能。

此外，监狱还每月邀请各领域的专

家和法官、检察官、律师、罪犯亲属等，

进监开展以政治、法治、道德、心理、亲

情等为主要内容的大讲堂教育活动，以

现场直播的形式，在全监同步播放。采

取听课学习与讨论辅导相结合的方式，

矫治罪犯错误观念和恶习，促进罪犯形

成健康人格，完成罪犯再社会化，提高

教育矫治质量。

“龙游大妈”群体颇受监狱罪犯的

认可。据了解，“龙游大妈”是一群平

均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

他们主动走进监狱开展帮扶活动。虽

然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他们从

心出发，把社会的关爱带进高墙，让不

少罪犯感受到社会并没有抛弃他们，

而是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开始，走向

新生。

“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罪犯

的心理矫治工作既是监狱教育改造的

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促进罪犯心理保

健、重塑健康人格的需要。”省十里坪监

狱分管副监狱长表示，“未来，省十里坪

监狱将继续做好心理评估矫治工作，通

过及时专业的心理矫治，当好罪犯心灵

的引路人。”

矫治塑心 做高墙内的心灵引路人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赖忠信

让大墙内的罪犯打开心扉，祛除不良心理、心态，破除偏

执人格，从而实现真心悔罪、重拾亲情，是监狱一直在探索的

教育改造工作之一。近年来，省十里坪监狱以政治改造为统

领，深入推进修心教育，认真实施各类触及心灵的改造工作，

努力把罪犯改造成为人格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心理沙龙 培养矫治高手

真心倾听 重塑罪犯心灵

通过心理咨询有效帮助罪犯改造，

是民警心理咨询师不断学习的重要

目标。

“让处在人生低谷的他们心灵得到

净化，从而从低谷向上迈进，才是真正

的改造。”章永仁说。作为监狱专家团

成员之一，章永仁及其工作室的成员主

要工作就是对罪犯进行危险评估和心

理测评，并针对一些存在严重心理问题

的罪犯进行个别咨询。

据了解，十里坪监狱每周都有新犯

进监，怎样在这些人当中筛选出可能存

在心理问题的罪犯，对监狱后期的安全

管理及改造有着重要意义。

“刚入监的那段时间是罪犯心理

‘出血点’的关键期，是继续任由他们发

展还是引导他们向上向善，从此改变他

们的人生轨迹，我们咨询师的及时干预

显得非常重要。”章永仁说。

罪犯李明（化名）刚入监时，参加了

“房树人心理测试”。在一张空白纸上，

他画了一座又矮又小的房子，房子一边

是骷髅头，另一边是一把大砍刀。

看到这张画，章永仁就知道很有必

要对李明进行干预。可刚开始，李明并

不配合，甚至还出现言语攻击。一次次

耐心倾听和引导下，李明慢慢转变了态

度。而通过几次交流，章永仁了解到童

年的创伤性经历在李明内心烙下了深

刻印记，使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冲动、控

制力差，一言不合就撞墙自伤，甚至以

偷窃来引起家人的关注。

如何开展心理干预和矫治？“他需

要亲人的关爱，那么我们就充当他亲人

的角色，陪伴他、引导他。”章永仁说，只

有发自内心地理解他、鼓励他，改变他

原有的偏执认知，才有可能让他真正去

获得新生。在章永仁近半年的跟踪矫

治下，李明逐渐走出了抑郁、偏执的境

地。不久前，他还给家里的父亲写了一

封感恩信。

类似的案例，心理咨询师周旭平也

遇到过不少。“大墙内有心理问题的罪

犯不在少数，如果不从根本上帮助他们

解开心结，那么即便他们回归社会了，

也依然会存在各种问题。”周旭平说，因

此，心理咨询师在某种时候就要像老母

鸡孵小鸡一样，走近罪犯、开导罪犯、帮

助罪犯。“我们和来访罪犯之间是平等

的，每次倾听他们的心声，我们都是抱

着平等交流、疏导和启发教育相结合的

心态，耐心倾听、细致询问，力争帮他们

找出心结、疏导情绪。”周旭平说。

建立机制 共同把脉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