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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吴经理。我是张彪（化名），

前几天在监狱就业推介会上与你有过

交流，并与贵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书。

现在我刑满释放了，想到贵公司就业。”

去年年末，刑满释放当日，张彪就兴奋

地跟衢州当地某公司吴经理打了个

电话。

能够顺利就业，张彪说他特别感谢

监狱让他学到了一技之长，为顺利回归

社会打下基础。

针对一些刑期较长的罪犯，如何让

他们在改造过程中看到希望，是省第三

监狱一直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经过

五年多的探索，2018年3月，省第三监

狱在全省率先创建了罪犯职业技术教

育实训基地。“教育改造就是给罪犯创

造希望。如果服刑了十几年，却与社会

脱轨了，回归不畅更易引发问题。我们

创建职业技术教育实训基地就是为了

培育匠人精神，把罪犯的刑期变成学

期，让他们在希望中安心改造。”监狱教

育改造科科长徐家红说。

据悉，监狱根据罪犯的意愿和需

求，在实训基地开设了陶艺制作、汽车

维修、电子电工、电子商务、缝纫技术等

课目实训班。截至目前，已有128名罪

犯获得国家颁发的职业技术合格证书

或行业认可的证书。

此外，监狱还与当地优质企业、常

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开展合作，采

取“基地+公司”“基地+院校”的三方协

作机制，保障基地实训工作的顺利

开展。

“从一块泥巴变成一件精美的陶瓷

艺术品，需要经过练泥、拉坯、晒坯、彩

绘等72道陶瓷制作工艺流程。这就好

像罪犯的改造历程，历经艰辛，终有成

果。将非遗文化与修心教育相结合，让

每个罪犯感受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培养

他们的专注力，也有助于他们找到人生

的价值。”参与授课的银白瓷大师徐文

奎说。而在实训基地授课的常山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老师蒋文峰则发现，

“比起学校的学生，这里的‘学生’更珍

惜机会，更刻苦练习。”

“让罪犯真正学会一技之长，刑满

释放后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最

大限度降低重新犯罪率，是新时期监狱

工作的新使命。”省第三监狱监狱长吴

永照说，监狱将继续做好技能培训等工

作，不断深入开展修心教育，努力为社

会输送合格守法的公民。

如何让他们在改造中重燃希望?
省第三监狱用特色走心教育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郑东标

在封闭的高墙内，罪犯的教育改造该如何开展？如何让教育改造顺应新形势的发展？这些是省第三监狱一直在努力思考和解决的课题。从率先将成人职高

“双证制”教育内容引进高墙，到打造“百警助百囚圆百梦”暖心教育，再到成立职业技术教育实训基地让罪犯习得一技之长，省第三监狱积极开展政治改造，深入

推进修心教育，让罪犯在接受改造的同时重燃对生活的希望，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走心教育之路。

引“智”入监 政治改造鲜活入心

早上醒来，传入耳畔的是爱国歌

曲；走在监区的每一个角落，政治改造

的标语醒目突出；劳动习艺场所里，《我

和我的祖国》等歌曲萦绕耳旁；每周一

举行的升国旗仪式，庄严肃穆……在省

第三监狱，政治改造已融入到罪犯日常

改造的每一个环节。

自司法部提出统筹推进以政治改

造为统领的“五大改造”以来，省第三监

狱不断探索、完善政治改造的形式和内

涵，聘请政治改造指导员就是他们推出

的一项创新举措。

去年3月，监狱监区来了一名特殊

的嘉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爷爷

的烽火岁月》作者连中福，他为罪犯们

带来了一堂红色革命课，省第三监狱也

借此开拓了政治改造的一条新途径。

课上，连中福通过分享自己的创作

历程，向罪犯们讲述了发生在衢州当地

的一段烽火岁月。“1942年，浙赣战役

爆发，日军占据衢州地区近三个月。三

衢儿女纷纷组织起来，与日寇进行了不

屈不挠的抗争。常山著名乡绅、老中医

徐文伟出资出力，拉起了一支数百人的

抗战队伍，对盘踞在江山、常山县城的

日军进行袭击……”

86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沈樟

洪也走进省第三监狱，为罪犯讲述他和

战友们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

事迹。身为监狱退休民警，沈樟洪鼓励

罪犯要珍惜当下，努力改造，不能愧对

革命先烈的牺牲。

为了能够让鲜活的政治改造常态

化开展，省第三监狱积极引入社会资

源，面向社会聘请罪犯政治改造指导

员，让历史亲历者和文化研究者走进高

墙，为罪犯讲述真实故事，使政治改造

的内容更加鲜活，增强罪犯的爱国主义

认同感。“面对面跟他们讲述那段历史，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希望他们能好好

改造，早日与家人团聚。”政治改造指导

员连中福感慨地说。

“澄源”搭台 个别教育用心走心

个别教育该如何开展？需要从源

头上找到症结所在。省第三监狱的“澄

源”工作室就取自正本澄源之意，力图

从源头上开展罪犯教育改造。

2019年6月12日，“澄源”工作室

正式挂牌成立，其教育团队主要由各管

教部门科长和监区管教业务能手组

成。有别于其他监狱的专家工作室，

“澄源”工作室主要涵盖重点危险罪犯

的排摸及教育攻坚、矛盾排解、合理诉

求解决、政策宣讲、经验推广、个别教育

技能培训、科学调研等多个方向。

工作室成立半年多来，交出了亮眼

的成绩单。工作室以教育专网为平台，

设置“澄源”工作室专版，罪犯可以就个

人在改造方面的相关问题与管教科室

直接交流。2019年6月至今，罪犯共提

问264次，答复212次，综合答复率为

80.3%，且均在两周之内予以答复。同

时，工作室对监区排摸出的危险罪犯建

立专档及时关注，对出现情绪、行为等

异常的罪犯在72小时内开展心理危机

干预，为监狱的监管安全打下坚实

基础。

除了在线解答罪犯的疑问，“澄源”

工作室还常常帮助罪犯搭建与家属间

的桥梁，让监狱执法有法度也有温度。

贵州籍罪犯张某自入监后，就一直

没有过亲人会见。去年投入省第三监

狱改造后，改造之路并不顺畅。原来，

亲情的缺失让他看不到改造的希望。

民警了解情况后，与张某谈心，得知他

老家还有母亲及一个2岁以后就再也

没有见过面的女儿。张某说，自己最大

的心愿就是能够见上他们一面。几经

周折，民警帮张某联系上他的母亲和

女儿。

知道身在高墙的父亲的心愿，女儿

小张向民警表示，她愿意带着孩子和奶

奶到三监看看多年未见的父亲。很快，

她就带着亲人从贵州赶到了浙江衢州，

可等到达时却错过了监狱规定的会见

日，三个人只能茫然又无助地站在监狱

大门口。考虑到张某家属的实际困难，

经监狱审批后，一场特殊的会见在“澄

源”工作室进行。

终于见到几十年未见的亲人，张某

忍不住泪流满面。当天，他在修心日记

本里写道：压在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落

下了，感谢监狱民警帮我了却了心愿！

现在我只有更加积极地改造，才对得起

他们对我的帮助！

创建基地 促使囚子安心修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