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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监狱管理局
浙江法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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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剑 陈佳琦

本报讯 为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心理素质，5月13日，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举办“情绪聚焦助力成长”大学

生心理健康讲座。省金华监狱评估矫治中心二级心理咨

询师、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楼新娟受邀走进高校，为大学

生带来一堂实用的心理讲座课。

为帮助在校学生及时进行心理健康干预，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与省金华监狱就如何做好学生情绪管理、提高

心理素养、完善个人人格等问题，监地融合开展深入交流

合作。

“在日常生活中，当面对压力，可选择社会支持、宣

泄、哭泣、放松、重构、幽默或转移注意力等方式应对，克

服不良情绪。”楼新娟在讲座上介绍。楼新娟分享了

2020年抗疫期间的心理调适方式方法和音视频资料。

她告诉同学们，任何一种情绪都有价值，积极情绪和心理

适应性相关，消极情绪用以保护生存。“更有适应力的人

不是没有负面情绪，而是能及时觉察并化解负面情绪，让

负面情绪不会持续太久。”楼新娟说。

讲座中，楼新娟风趣幽默，旁征博引，现场气氛活跃，线上线

下不断回答同学们的提问，并叮嘱道：“人生就是一个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发现困难、解决困难的过程，成长将伴随我们一生。”

“老师教我们学会情绪管理，让自己能够正确地面对和释放

自己的压力，这很有意义。”大学生小陈说。

此次活动采用线下讲座、线上直播的形式，共计2400余名学

生参加。为了常态化开展心理讲座，省金华监狱专门针对大学生

安排了8节不同类型的实操和体验课，同时开展面向学生小班化

的心理系列培训活动，切实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适能力。

通讯员 徐岳林

本报讯“感谢政府关心，也谢谢警官辛苦奔波，我第一次见他对着我们笑，还笑得那么开心。这么多年

了，一家人之间的这道‘心坎儿’总算是跨过去了！”日前，浙江省第四监狱的民警接到罪犯吴栋（化名）的父

亲打来的电话，老父亲对监狱安排的暖心“家访”表示感谢。

在许多罪犯口中，吴栋是个“闷葫芦”，我行我素、极难亲近。在不少民警眼里，吴栋是一块“沉默坚

冰”，难以攻坚、捉摸不透。吴栋入监3年多来，一直十分孤僻，很少与同犯沟通交流，更别提和民警深入

谈心，有几次在个别教育时还流露出了消极情绪和言语。他甚至多次婉拒办理亲情电话卡，在与家人沟通

上有些抵触。

吴栋对健康人际关系构建的漠视和对待亲情一反常态的淡然，不仅有碍自身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其他罪犯。这些情况，民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为了解开吴栋的心结，监狱多次召开专题分析会，寻求

突破方法。

今年“五一”节前夕，罪犯们排队拨打亲情电话，吴栋一个人蹲在远处角落远远看了一眼，不禁叹了口

气。这个微小的举动没有逃过民警敏锐的观察。监区立即召开专题分析会，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随

后，民警在吴栋心情较好时与其谈心，试探他是否愿意见家里人。吴栋支支吾吾、满面通红地回应，这让民

警心中有了数：必须到这个罪犯家里走一走。

经过研究，由2名民警组成的“家访”小组立即前往吴栋老家湖州南浔。当天，在一个朴素的农家院子

里，两位老人早早地在家门口迎着。吴栋父亲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欢迎陌生客人的前来，民警与两位老人

反复沟通，又在当地司法所和村委会相关人员的陪同下，一户一户走访周边邻居。

原来，吴栋从小就内向寡言，父母严苛管教，他对父亲十分惧怕。三年前，母亲听到儿子入狱的消息，精

神上很受打击，一度病倒。吴栋因此对父母既畏惧又愧疚，很矛盾，于是索性切断了和家人的联系。

找准症结就好对症下药，民警一面向吴栋父亲详细介绍他的狱内表现，劝说家属配合录制暖心慰问小

视频，一面继续苦口婆心做吴栋的思想工作。看着视频里两鬓斑白的父母，还有老家熟悉的一草一木，吴栋

心中深埋的亲情被唤醒，终于同意开通可视亲情电话。

“儿啊，爸妈现在都好着呢，妈妈之前生病也不是你的错，你要放下包袱，听警官的话，安心改造。”“妈，

是儿子不孝，今后我一定好好赎罪！”视频电话中温热的话语，连通的不止是讯息和思念，还连接起了三颗多

年未亲近的心。整整3年了，吴栋第一次向父母露出灿烂的微笑。

吴栋的事例是省第四监狱“我为罪犯解心结”主题活动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今年以来，监狱进一步畅

通“情感暖心”路径，切实帮助一批思想顾虑大、情绪不稳定、改造有困难的罪犯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重新

回到改造正轨，有力维护了监狱安全稳定。

蒋华平：
识人读心的“武林高手”

通讯员 戴子忠 本报记者 王春苗

电影里的“武林高手”，有着盖世武

功为世人所称道。监狱里也不乏“武林

高手”，省十里丰监狱四监区政治教导员

蒋华平就是一个。他先后被评为监狱个

别教育能手、省属监狱系统优秀党务工

作者和全国监狱工作先进个人，荣记个

人三等功2次，获嘉奖10多次。

这背后，是蒋华平努力和专注的

累积。

走进蒋华平的办公室，只见他办公

桌上除了满满的学习资料、笔记本外，还

有厚厚的罪犯档案、花名册及重点对象

登记表等。笔记本上除了清清楚楚写着

每天思考谋划监区工作的点点滴滴外，

还有他每天对监区民警工作的日记、指

挥督促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和监管核心制

度的执行情况、每天晚上分析通报点评

当天封闭执勤民警的工作状况和存在的

问题，以及岗位先锋的评比情况。

令人称奇的是，笔记本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一个个罪犯的名字、一串串的数

字符号。蒋华平说，这就是他阅档识人

的“武林秘籍”。

阅档识人既不是教导员的本职工

作，也不是教导员的必修课，但蒋华平把

监区千余名罪犯情况读了个透，从一个

多年不从事罪犯改造工作的管理民警，

成为了监管罪犯的“武林高手”。

原来，在一次进监执勤检查分监区

工作时，蒋华平一眼看去有几个罪犯熟

悉的脸孔，却叫不出罪犯的名字。这让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局面，于是就有

了上文中的苦练“内功”。

接下来每一次进监执勤中，蒋华平

不看胸牌、不看纸条，“一口清”地叫出一

个个分监区罪犯的名字，让在场罪犯和

执勤民警惊叹不已。蒋华平语重心长地

说，管人不识人，是管教工作的“大忌”。

在蒋华平的示范带领下，分监区

领导、普通民警纷纷向他学习取经。

有的民警进步神速，无册点名、“四知

道”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仅仅用了三五

天的时间。现在，他们个个都成为了

“武林高手”。

“监狱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民警

只有始终保持敬业精进态度，感受时代

变化，把准犯情变化，才能有效引导罪犯

改变自我、重塑新生。”蒋华平感慨道。

来自监狱的心理专家在高校开讲座受欢迎
大学生：学会情绪管理很有意义

为了焐热这块“坚冰”，监狱民警组成家访小组
整整三年，他第一次向父母露出灿烂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