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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马丽

寒冬夜，值班的省女子监狱宣保科科长楼媛埋在材料堆里，

认真地写着报告。突然，微信视频通话铃声响起，是婆婆发来

的。接通后，小儿子稚嫩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上。“妈妈，你和爸爸

怎么每天都在上班呀……”听着小儿子奶声奶气地“埋怨”，楼媛

心里不由得一酸。

像楼媛这样被宝贝催着回家的，省女监大部分女警都经历

过。监狱80%以上民警是女性，且夫妻都是监狱民警的也不少。

双警家庭，工作忙、聚少离多是共性。特别是去年疫情发生以来，

他们携手抗疫，为守护大墙安全尽心尽力。近日，随着疫情形势

的变化，防控之弦又紧了起来，这些双警也将再次奔赴一线，扛起

战“疫”和监管安全职责。

对防疫更有信心，小家安排更有谱

负责监狱外围区域的安保和进入人员、车辆、物资的查验和

管控，民警职工队伍的奖励表彰、宣传教育、学习培训、岗位练兵

和警营文化建设等……一进入监狱大门，楼媛就忙得连轴转。去

年疫情发生后，由于监狱执勤模式及女警工作的特殊性，她还要

及时补位，和战友一道把好防控关卡。去年上半年战“疫”最吃紧

的那段时间，楼媛一次离家就是2个月。

丈夫蒋琦晋工作时同样忙得脚不沾地。“好在我们俩都是监

狱民警，能相互理解，有困难了就一起面对。”蒋琦晋说。

再过几天，楼媛和丈夫又要先后进入监区封闭执勤。“相比去

年年初，这次心里很踏实。”楼媛说，去年疫情来袭时，由于事发突

然加上没有经验，自己和丈夫心里没底、有些忐忑，“经过一年的

实践，我们的态度更谨慎、经验更丰富，所以对于再次进入监区封

闭执勤，我们心里都更有底气。”

不止对防疫更有信心，楼媛和丈夫对自己小家的安排也更有

谱了。

“小儿子刚满3岁，大多数时间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轮到

我们俩居家休息了，老人才把他带到杭州来玩几天。”楼媛开玩笑说，

小儿子算是个“留守儿童”。而已经读小学5年级的大儿子，平时跟外

公外婆生活，“也是等我们俩夫妻有人在家了，才回来团聚下”。

好在，双方老人都很支持他们的工作，尽量帮衬他们。大儿

子也更加懂事了，偶尔周末休息在家，楼媛想送他去兴趣班，都会

被大儿子拒绝，“不用你送，我自己能行！”“其实他是体谅我们工

作辛苦，希望我们周末能多休息一会儿。”楼媛说。

这几天，楼媛和丈夫已经跟老人商量好两个儿子的学习和生

活安排了，“有了去年的经验，今年各项事务都安排好了，还要跟

老师再沟通下，因为封闭执勤那段时间不能及时配合学校做好家

庭督促，只能再麻烦老师关心孩子了。”

“相信这次我们很快就能团聚”

最近，省女监的朱锦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备战，“受疫情影

响，前段时间，监狱的线下会见又暂停了，但罪犯跟家属的亲情桥

梁不能断。所以利用备战的这几天，赶紧做好罪犯远程视频会见

的相关材料审核。”

朱锦超的丈夫李建伟也是监狱民警，上班的地方在离她200

多公里远的临海。“过去一年，我们在一起最长的时间就是年前补

办婚礼的那次了，前后有5天。”朱锦超笑着说，原本他们计划

2020年1月结婚，却因疫情发生、坚守岗位，婚期被一推再推。

去年1月27日，朱锦超去兄弟单位支援，回到杭州时已经4月

底了，紧接着又封闭隔离准备进监区。彼时，她跟李建伟已经107

天未曾见面，只能通过视频以解相思之苦。“去年4月的一天，我在

监狱备勤房4楼封闭隔离，他突然出现在楼下给我打电话，那是我

们近半年离得最近的一次。”原来，为了见朱锦超，李建伟趁着休息

时间，从临海驱车3个小时来到省女监的备勤房楼下。因为朱锦超

在隔离中，李建伟就一边打电话，一边在楼底下挥舞手臂，告诉朱锦

超要注意身体，努力工作的同时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入冬以来，疫情又有变化，监狱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封闭执

勤。“现在都在陆续打疫苗，防护措施也越来越周到。”朱锦超说，

再次参与封闭执勤，她和丈夫更加从容，“去年要进去时不知什么

时候才能见面，这次我们俩都相信，很快就能团聚了。”

通讯员 倪俊超 麻超 赵冲

在省十里坪监狱的民警队伍中，有一名藏族小伙儿索朗

丹增。“在浙江工作3年，真的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索朗

丹增说。

三年前，在家人和老师的鼓励下，得益于就业政策，索朗

丹增决定到浙江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当时自己有些担心，毕

竟要离开家乡西藏远赴千里之外，不知自己能否胜任工作，

也不知能否适应异乡生活。”让他没想到的是，同事早早等候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自己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位于衢州

龙游的工作单位。友善热情随即扑面而来，同事和领导时不

时跟他说“扎西德勒”，大伙主动加他微信。白天，同事带他

购买日常用品、添置衣物；晚上，担心他想家，同事就跟他聊

天，介绍当地风土人情。日常工作中，老大哥们不仅耐心教

授工作方法，还经常一对一介绍管教经验。很快，索朗丹增

就适应了在浙江的工作生活。

有两件事，他记忆犹新。2019年2月，索朗丹增准备回

拉萨过藏历新年，由于春节期间高铁票紧张，他犯了难。同

事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驱车数百公里送他到杭州萧山国

际机场搭乘飞机；还有一次，监狱组织“朗读者”演讲比赛，索

朗丹增部分发音不是很标准，同事们就一遍遍帮他纠正，最

后他取得了优异成绩。

除了同事像家人般的关心照顾外，单位里井然有序的工

作环境、整洁干净的监管场所，还有太极、国画、书法等颇具

文化底蕴的“修心教育”成果展，让索朗丹增对监狱民警这份

工作充满了兴趣，越做越有干劲。

不久前，西藏曲水监狱6名民警到索朗丹增所在的监狱

挂职，他主动当起联络人，为老乡介绍工作技巧，分享浙江的

信息化管理经验，赢得了老乡们的高度评价。

如今，索朗丹增已逐渐成长为监狱业务骨干。他不仅熟

练掌握监狱管教业务，还在全省监狱系统民警岗位大练兵中

参加警棍盾牌演练，展现了过硬的业务能力。

看到儿子的成长变化，索朗丹增的父母倍感欣慰，特地

给监狱写来感谢信，“我们全家人都感受到了单位对他的关

心，也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对于‘五十六个民族一家

亲’的含义有了更深的体会。”

“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索朗丹增深情地说，希望西藏

和浙江的年轻人，有机会能到两地工作生活，多多交流，“也

希望各民族就像石榴籽那样，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实现

美好生活而努力”。

岸岸

新新

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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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南湖监狱五监区六分监区 黎建辉

天空如薰衣草般紫蓝

繁星开始绽放灿烂

铁窗依然竖立着

温暖的风

自由地掠过

沉闷的白昼恍然如梦

越过睡眠的门槛

在缥缈的云路中

全神贯注地飞翔

爱

省南湖监狱五监区六分监区 许伟钰

音乐很轻

花开的声音也很轻

推开窗户

月色便从花坛中跃出来

时针转得很快

多少年了

错过你春水的眼神

错过葱嫩的手指

一错再错

一朝醒来

你还在那里

前路漫漫

我将如何归去

一路向东 向着你

我知道 你的呼唤

将在我急促的脚步声里

延绵成无尽的温柔

朱锦超与丈夫“相见”

双警家庭：

一起坚守 双份担当

西藏小伙成了浙江监狱民警

“在第二故乡，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