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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脱贫 为新生助力

“没想到，脱贫让我的假释之路更加顺利了。”不

久前，得知家人将回乡务农，省第六监狱罪犯徐某

（苗族）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下了。

徐某是贵州省赫章县人。家乡的贫困，令他们

一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打工。也正因为如此，

徐某服刑9年多，一直联系不上家人。

改造期间，徐某表现良好，符合假释条件，今年

下半年就可以申报了。但赫章县司法局认为缺少家

人担保，无法正常开展监督帮扶，社区矫正工作难度

较大。这样一来，徐某能否顺利假释就难说了。

今年两会前夕，徐某收看央视新闻时，意外看到

自己家乡脱贫的消息——当地政府组织贫困农户成

立燕麦种植合作社，帮他们实现在家致富，并吸引长

年在外打工的苗族同胞返乡。在随后开展的谈话教

育中，徐某跟管教民警说起这事，民警提醒他“家人

会不会也回家参加合作社了”。很快，监狱就向当地

公安部门发函，试着联系徐某家人。当地派出所反

馈说，徐某的父母正准备从江苏回老家务农。

得知消息，徐某兴奋不已，改变赫章人民生活的

脱贫攻坚，无意中竟帮了自己新生的大忙。他向民

警表示感谢，也说出自己对假释后如何融入社会感

到困惑。随即，民警为他量身定制帮扶计划，让他可

以追随家乡脱贫的脚步，假释后回老家参加合作社，

和父老乡亲一起种植燕麦。在民警的鼓励帮助下，

徐某阅读了相关农技书籍，观看了学习种植视频，对

燕麦种植有了初步了解。如今，徐某对假释后的新

生活信心满满。

帮助徐某鼓起信心的，是省第六监狱今年新推

出的“接轨脱贫 助力新生”帮扶计划。据统计，截至

2019年年底，该监狱约35%的罪犯籍贯地属于贫困

地区。借力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监狱在部分罪

犯中推出“接轨脱贫 助力新生”帮扶计划，围绕罪犯

家乡的脱贫项目，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培训，帮助他

们刑释后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目前，还有十几名

罪犯准备参与帮扶计划。

创建基地 习艺促改造

“你好，林经理。我是王某，上次监狱就业推介

会上与您有过交流，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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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三

监狱罪犯王某新生当日就开心地跟衢州当地一公司

林经理打了电话。

王某能够顺利就业，离不开监狱职业技术教育

实训基地的帮助。

如何让那些刑期较长的罪犯在改造中看到希

望，是省第三监狱一直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经过

五年多探索，2018年3月，监狱在全省率先创建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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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罪犯的意愿和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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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参加的是缝纫技术培训，在民警老师的

认真指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下，王某的缝纫技术日

益精进，一年后更是成为缝纫能手。凭借这门手艺，

王某在监狱就业推介会上找到了工作，这也是基地

结出的第一颗果实。

截至目前，在基地参加培训的罪犯中，已有128

人获得国家颁发的职业技术合格证书或行业认可的

证书。

创建实训基地是省第三监狱深入推进修心教育

的探索之一。为帮助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监狱先行

先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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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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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章梦杰

“26年前，出于对警服的憧憬，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监狱

医院。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来！”近日，刚刚被评为“杭州市优

秀共产党员”的欧阳圣平谈起当初的选择，坚定地说。

欧阳圣平是杭州市西郊监狱医院政治教导员、四级高级

警长。1994年，刚踏出井冈山医学院大门，他就毅然走进了

监狱医院。穿上警服的他，工作认真负责，无论遇到什么情

况，总是和同事们第一时间分析预判，进而采取相应措施。

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们在此次疫情来袭时应对得力。

疫情发生后，欧阳圣平立即检查监狱各类医疗防疫物

资，并联系到18000个口罩。物资充分就位后，他和同事们

又根据实践探索出一套专属于西郊监狱的防控体系。

每天早上6点，作为监狱消杀点负责人的欧阳圣平总会

提前到达消杀点，对当天进出的车辆、物资、人员进行消杀。疫情防控期间，他平均每天消杀车辆30余次、喷洒消毒水50余

斤。每天傍晚6点，待当天消杀工作完成后，欧阳圣平总要和同事们复盘当日工作情况，查缺补漏。

除了规范完善消杀工作流程，欧阳圣平还建立起疫情防控“三个一”机制：建立检测、消杀、筛查、隔离一整套监控网络；推

行一小时锻炼，建议增加罪犯伙食配比，增强罪犯体质；坚持一周期医学隔离，有效防范潜在疾病的传播。

此外，他还督促做好封闭执勤、封闭备战区人员的两次体温检测；与同事们一起协调医疗机构承担民警职工CT和核酸检

测工作，确保进入监管区域人员绝对安全。同时，先后5次联系对接属地疾控中心，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邀请专家来监进行

指导检查，为民警职工开展消杀培训。

那三个多月里，欧阳圣平没回过家，虽然他家离监狱仅一公里远。面对领导的善意提醒，他说：“大伙儿都在坚守。我孩子大

了，家人也不用操心，更应该安心工作！”凭借这份责任与担当，欧阳圣平和同事们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守护着大墙里的平安。

我知道
——致敬每一位

抗疫战士背后的勇士

省乔司监狱民警 张松涛

我知道

你在倒数

等我回家的那一刻

而你是否知道

我也在倒数

等着疫情结束的那一天

我知道

你在许愿

盼我为家人照顾好自己

而你是否知道

我也在许愿

盼人人都绽放出健康的笑颜

我知道

你很焦虑

每天守着电话等我的消息

而你是否知道

我也很焦虑

因为我的战友正冲锋在前

因为我的亲人需要关心帮助

因为疫魔还未彻底退败

我们还要不断努力

为了胜利的曙光继续战斗

我知道

其实你都知道

从成为我妻子的那天起

你就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回头去看

那是说了我爱你

却更觉亏欠的情感

我知道

其实你都知道

这是我们最不孤独的时刻

因为所有人都与我们在一起

而我们更要为了他们

去传递这一份无私的爱

战“疫”

有你有我

有大家

我们，一定赢！

大墙里的“白衣卫士”

让“迷途者”走好回归之路
通讯员 王郑

金犇
郑东标

本报记者 王春苗

“ 我 出 去

后，还能干什

么？”这是大墙

内许多罪犯常

有的困惑。刑

释人员能否顺

利回归社会，关

系到社会的安

全稳定。近年

来，我省各监狱

精准把握罪犯

差异化带来的

新生规划多元

化特点，借助修

心教育，按照需

求导向和“一人

一策”的办法，

帮助罪犯完成

新生规划，为他

们走好改造路

夯实基础。近

日，记者从省

第六监狱和省

第三监狱了解

到他们在培养

罪犯回归社会

能力上的特色

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