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奥会点燃了大众对冰

雪运动的热情。近日，省之江监狱

的民警方超在桌游上获得灵感，指

导罪犯在桌面上按比例缩小，画出

冰壶赛道，再把木制的象棋改造成

微缩版的冰壶，一款“迷你冰壶比

赛”就诞生了。由此，监狱内，大家

纷纷脑洞大开，“纽扣冰球”“纸板

箱跳台滑雪”“高山滑雪飞行棋”等

项目应运而生。

通讯员 叶俊韬 方超

大墙内的“指尖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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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戎巧雯

“女儿去年自考又通过了《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还

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和‘优秀报道员’，希望您看

到后能安心……”

近日，省第二女子监狱罪犯欧阳（化名）又一次将自

己年度改造成绩写成家信，寄给父亲。自2018年入狱，

她已经连续写了3年。然而，这些家信却无从投递，背

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回头浪子“以学改过”慰老父

时间回到2016年，29岁的欧阳因与他人合伙电信诈骗，锒

铛入狱。

入狱后，欧阳内心万分愧疚，在警官教诲下，她想向父亲忏

愧，求得原谅。然而，2018年5月，欧阳第一次见到来探监的父

亲，得知父亲已身患晚期肺癌，此后不到3个月便撒手人寰。

欧阳伤心欲绝，意志消沉。“父亲说，只要你能改过，出来后

好好找份工作，他就安心了……”欧阳的哥哥带来父亲遗言，希

望妹妹重新振作。

欧阳深受触动，然而该怎么改，成了摆在她面前的一道难题。

“你想想，从小到大，你做什么事父亲最开心……”民警的话点醒了

欧阳，“我要参加自考，父亲每次看到我的成绩单都很高兴，当年我

没考上大学，让父亲遗憾了许久，这次我要读大学……”就这样，从

2019年4月开始，欧阳报名参加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自考。

自考达人“反哺之举”惠同犯

这一考就是3年，到2021年10月，欧阳已顺利通过六门课

程，别的罪犯都称她是“自考达人”。征得民警同意后，欧阳还

主动与大家分享自考心得和学习教材。

刘犯（化名）就是在欧阳的带动下，参加了自考。此前，得

知考试前要晚上集中复习，刘犯觉得占用了休息时间，有点得

不偿失，想打退堂鼓。欧阳就在劳动之余给她打气，并且每晚

都主动帮她准备好复习资料，“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得失，目光

要放得远一点，多学点知识和技能，新生后我们才有立足资

本。”欧阳的鼓励，让刘犯坚持了下来，并且顺利通过两门课程

考试。

2020年有4名罪犯在欧阳的鼓励下，参加了自考，且全部

顺利通过；2021年又有5名“同学”与她一同挑灯夜战，也取得

理想的成绩。看到越来越多的罪犯参加自考，而且考得好还能

获得监狱奖励，大家的自考积极性被大大激发，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她们的行列。

高墙囚子“拜师学艺”感警恩

自考之余，欧阳还想多学点技能。2018年 9月，欧阳被

调入伙房西点间，她遇到了技能老师——监狱挂职民警成

景蓉。

“这是烘焙手账，你可以拿去看看……”成景蓉是名烘焙达

人，她看到欧阳非常好学，便决定手把手教她制作西点。这年

中秋节，欧阳在成景蓉的指导下，学会了制作月饼。

“如果父亲能吃到我做的月饼那该多好……”“只要你不断

进步，改好了，比什么都能安慰他……”成景蓉耐心的开导，不

但为欧阳解开了心结，还帮她找回了自信。

如今，欧阳在监狱特色技能培训中，已学会几十种中西式

糕点制作技能，且每到中秋、端午节，她都与犯人一起手工制作

月饼、绿豆糕，受到大家的喜爱。

还有两年欧阳就新生了，她说，希望自己走出大墙时，能大

声告慰父亲：女儿已改好，希望您安心！

服刑中的未婚爸爸：

我的孩子终于
可以上学了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田振宁

本报讯 “那天警官批评我了，说我有困

难时应该马上找警官，发脾气解决不了问

题。这两天我很开心，感受到大家是真正地

在帮助我。感谢警官，我一定要好好改造，为

社会作贡献。”这是近日，浙江省金华监狱罪

犯小竺（化名）在修心日记里写下的话。

此前，监狱管教民警发现，小竺情绪突然

变得十分不稳定，或跟同犯争吵打架，或一个

人独自发呆。经过一番谈话后，小竺才道出

了背后的原因：

8年前，小竺初中毕业后放弃学业，不久

便结识了和自己年纪一样大、同样无固定工

作的女友。期间，女友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

让两人慌了手脚。女友在进行流产术前检查

时，意外发现怀的是龙凤胎。小竺不忍，和女

友商量后决定还是生下孩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也知道

自己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无法登记组成一个

正常的家庭。”小竺挠着头说道，显得有些不

好意思。

孩子出生后，一直是小竺的父母在抚

养。由于小竺和女友一直未正式登记结婚，

孩子也没上户口。在孩子两岁的时候，小竺

因犯罪入狱，女友也跟他分了手。

眼看两个孩子到了入学年龄，需要马上

给孩子办户口，而上户口必须要有孩子与父

母一方的亲子鉴定材料。受疫情影响，当地

相关部门暂不能外出到监狱办理相关事宜；

而金华监狱也还处于封闭管理状态，这可急

坏了小竺一家。

“想到爸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腿脚

也十分不便，还得为我和孩子操劳，我却什么

都做不了……”小竺愧疚地说。

了解情况后，民警第一时间向监狱相关

部门汇报，主动联系小竺父母，为他们开辟了

绿色通道，指导他们办理相关手续。同时，积

极联系当地派出所，助力小竺办理手续“最多

跑一次”。

很快，监狱民警收到了公安部门提供的

相关材料和亲子鉴定采血仪器，完成了材料

审批、视频取证、血样转送等流程。近日，当

地公安部门反馈，已经完成亲子鉴定，孩子们

顺利上了户口，能放心准备上学了。

“孩子，一定要代我们好好感谢监狱里的

警官，你要听警官话，好好改造，才对得起警

官对我们的帮助啊！”小竺父母在寄给小竺的

信中写道。

通讯员 李茜

2022虎年新春，浙江省女子监狱民警依旧在岗，他

们用无声的奉献，为这个寒冬添上了丝丝暖意。

资深民警的坚守

作为全国“政法英模”“浙江省担当作为好支书”，省女子监

狱民警陈军参加工作30年，有17个春节是在岗位上度过的。

这个春节，她依然选择坚守。

受杭州疫情影响，与陈军在同一批次的民警封闭备战执勤

的周期延长，部分女民警出现了思想波动，陈军就像大姐姐一

样，把多年的从警故事讲给她们听，引导民警平和心态。

“选择了警察蓝，就是选择了责任和奉献，无怨无悔。”陈军

说，在监内执勤，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半，忙碌，就是她

的“年味”。

无法送达的鲜花

“王警官，新年快乐！感谢你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助我燃

起对生活的希望！感恩在最难的日子，遇见最善良的你！”近

日，曾在省女子监狱二监区服刑的罪犯潘某，为民警王雯寄去

一束鲜花。

这束被保护很好的鲜花，因疫情防控虽未能被送到监内，

但它的芳香却传到了每一位民警心中。

藏在笔记本里的自白

虞颜阳，试用期民警之一，00后的她，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

长，但是监区的业务小能手。

“春节期间，我找了32名罪犯谈话……”虞颜阳有一本随身

携带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每日工作安排，也记录下自己

的心事。2021年 8月参加工作以来，她累计参与封闭执勤

123天。

群众过节，警察站岗。这铮铮誓言和执着坚守，是纯粹的、

是真实的、是动人的，她们将团圆的欢声笑语、团聚的温馨快乐

抛在了身后，将使命职责扛上了肩头，守护平安灯火。

通过六门自考、学会西点技能……

她对父亲说：女儿已改好，希望您安心

省女子监狱三代民警共守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