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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三监区罪犯刘某得知父亲病

逝后，情绪低落，跟同监犯张某起了争

执。民警了解情况后，对两人进行了批

评教育，告诉他们越是在特殊时期，越

要遵守监规纪律。一番耐心劝导和说

理后，刘某主动对张某说：“对不起，我

错了！”原本在气头上的张某也和他握

手言和。

疫情防控期间，监狱开展了无违规

承诺活动，让罪犯明白不做违规第一人

就是不给疫情防控添乱、不给监管安全

添堵。同时，监狱还设立“帮扶团”，即

使有罪犯偶尔发生违规，同监犯的“帮

扶团”也会及时予以帮助，消除纷争。

通过开展无违规承诺活动，3月份全监

违规率大大降低。

在封闭管理期间，监狱充分发挥民

警全天候在监内的优势，深入开展个别

教育。罪犯覃某因缺乏改造信心，多次

违规违纪，1月初被高度戒备矫治管

理。疫情防控期间，监区、管教科室和

监狱领导不厌其烦地对他进行谈话教

育。经过三十多次的个别教育，覃犯终

于被暖化，3月9日被解除高度戒备矫

治管理，迎来了改造新征程。

据介绍，监狱通过开展个别教育，

解决罪犯合理诉求，助力罪犯改造。同

时，监狱还利用宣泄、咨询、危机干预等

形式，对心理出现不适的罪犯进行疏导

干预140人次，有效帮助罪犯缓解负面

情绪。

通讯员 柯锞 杨颖

本报讯 近日，省监狱中心医院收

到了患病罪犯通过手工折纸制作而成

的三面特殊锦旗。“感谢医生救治之恩、

感谢护士守护之恩、感谢警官再造之

恩”——三句用一张张彩纸手工折成的

话语，让坚守战“疫”一线的医院管护民

警欣慰不已。

疫情发生后，大墙内个别罪犯因为

担心家人而焦虑，给日常教育改造带来一

定影响。为此，医院党委认真研究部署，

建立教育专群，对疫情防控期间患病罪犯

中存在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制订

“一人一策”，将“知恩、感恩、报恩”修心教

育融入到罪犯的日常改造中。

实行封闭管理以来，医院充分开展

“身体力行”的感化教育，用职业的忠

诚、奉献精神向罪犯传递正能量，同时

针对医院特点，举办“折纸祈福感恩前

线”“抗疫系列图片展”“追思墙”“集体

悼念勇士”“给家人一封信”等活动，编

印“战‘疫’情教育改造专刊”，组织爱国

主义教育讲座、心理团体辅导，引导罪

犯唤醒善良知恩情、真心表达感恩情、

遵纪守法报恩情。

“三恩”教育的效果慢慢显现。一

次集体点评教育中，一名入狱前曾是医

生的罪犯了解到全国几万名医疗队员

奔赴战“疫”一线，想到自己却在大墙内

接受改造，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在“折纸

寄前线，我与疫区心连心”活动中，病犯

用彩纸折出2000只纸鹤排成“中国加

油”字样，并手工制作了“火神号”“武汉

号”“青医号”等九艘“战船”，为一线勇士

鼓劲、加油；一名已经病愈回监的罪犯将

自己编词、作曲的《千万个感恩》寄回医

院，以此表达对管护民警、医生和护士的

感谢……疫情防控期间，医院共收到病

犯感谢信40封、锦旗5面、特殊时期改

造体会91篇、原创感恩歌曲1首。

“通过政治教育、传统文化熏陶和

医院‘忠诚、奉献、精医、仁爱’的职业精

神感化，引导罪犯‘知恩、感恩、报恩’，

这是我们开展‘三恩’教育的初衷。”医

院党委书记邱广武说，“三恩”教育是医

院党委找准医院定位、把握病犯特点，

因地制宜推出的具体举措。医院将继

续深化活动，在帮助罪犯治愈身体的同

时治愈心灵。

不久前，一监区河南籍罪犯刘某给

正在执勤的监区长温从送来了一封感

谢信，“感谢政府帮我了了心愿，让我不

再有遗憾。”

原来，之前刘某在拨打亲情电话

时，得知66岁的母亲因为脑溢血正在

医院抢救，病情不容乐观，伤心得嚎啕

大哭。获悉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对刘

某进行心理疏导，并设法联系上他的家

人，给刘某发来亲情视频。看着视频里

的母亲，听着母亲对他的宽慰和叮嘱、

弟弟妹妹对他的支持和鼓励，刘某泪流

不止。

刘某的母亲最终还是走了。收拾

心情后，刘某写了封感谢信，“谢谢警官

的关心和帮助，让我见到了母亲的最后

一面，我没有遗憾了……”

亲情电话的受惠者还有罪犯杨

某。正月初一，杨某年近七旬的大姐从

四川赶来探监，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

监狱取消了罪犯会见。为了让杨某安

心改造，监区按程序报批，特地安排他

在正月初一上午、下午和正月初二上午

拨打三个亲情电话，了解大姐的情况。

得知大姐已经安全地坐上回家的火车、

顺利到家后，杨某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

这样一段话：“一夜千里奔波，七旬大姐

来看我，这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两天三

个电话，警官妥帖安排，这是暖心呵护

的恩情。”

疫情发生以来，为使罪犯和家属了

解各自的身体情况，增进情感交流，省

三监共组织罪犯拨打亲情电话3600余

人次，让亲情教育在特殊时期发挥了感

化作用。

因时施教 亲情电话助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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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蓝以绝对的安静呈现

让我来不及梳理自己的情绪

昨日的郁闷被彻底掩埋

天山上冻了千年的冰霜

能让你呼吸的只有清爽

背起行囊酝酿下一个旅程

忽然记起立春时节快到了

清风又将吹拂起大家的心

父亲是否像往年那样

在祠堂的屋檐下点亮三盏灯

默默祝福全家安好

他孤独地坚守着每一年的风雨

我想是时候陪他静候繁花盛开

“三恩”教育帮罪犯治愈心灵

特殊时期，大墙教育改造不停歇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徐家红

疫情的发生，打乱了不少人的生活节奏，高墙内罪犯的学习同样受到影响。为此，省第三监狱做了许多有

益的尝试，确保封闭管理期间罪犯教育改造不停歇。

周日上午，四监区罪犯张某早早

来到“柚香书屋”开始自考复习。“参加

了几次自考，已经习惯考前集中复习

了。不过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监狱

特地为我们提供了‘柚香书屋’，以避

免人员聚集。只要有空，我都会来这

里复习。”

在全省监狱实行封闭管理的特殊

时期，如何既保证罪犯有充足的学习时

间，又避免人员聚集？省三监积极探

索，根据监区监舍的实际情况，将各监

区阅览室和音乐器材室统一设置为“柚

香书屋”，供罪犯阅读报刊杂志、自考复

习。

在教学方式上，监狱以监内“电视

台”为媒介，民警录制教学课件，罪犯组

成小组收看视频，开展网上学习。同

时，监狱以楼层为单位，组织罪犯进行

小班化教学，既符合防疫要求，又提高

了授课效率。此外，监狱还举办“庭院

文化”活动，将课堂从室内移至室外空

旷场所，举办心理运动会、读书读报活

动等，实现课堂教育多样化。

“没想到，监狱推出的学习方式这

么多，让我们在了解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又丰富了学习内容。”十监区新入监

的罪犯钱某说。

因地制宜 多样课堂学习忙

因势利导 帮扶教育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