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姜毅

一脸正气，笑起来憨憨的，三句话离不开工作……这是浙

江省乔司监狱民警吕高鑫给人的印象。近日，他被授予“2022

年浙江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从警4年来，吕高鑫始终坚守在监管改造一线。日常工作

中，他细化总结新入监罪犯收押流程，创新台账归档周期办

法，大大提升新犯入监台账审核效率。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中，他参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专项排查，主动放

弃假期，整理罪犯档案700余份。

对于吕高鑫，同事取了个外号叫“拼命三郎”。疫情防控期

间，他数次推迟婚期，参加封闭执勤，曾连续奋战51个日夜。

“没事，我还能继续再战！”这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目

前，他已累计参加封闭执勤25批次390余天。

吕高鑫还是监狱分监狱团支部书记。这些年，他立足团支

部“橙习社”品牌建设，并带领团支部组建青年研习班、星青

年宣讲团……丰富的活动为青年民警成长成才提供了服务保障。

出色的表现，让吕高鑫获得了诸多荣誉。他先后获评省属

司法行政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省监狱系统“战

疫情，保安全”先进个人等荣誉。

“拼命三郎”再获殊荣

通讯员 褚圣洁

近日，宁波市黄湖监狱举行“修心十式”指导手册发放暨阳明文化主

题授牌仪式。

该监狱将阳明文化理念与罪犯服刑改造中的重要节点、关键契机结

合起来，在前期实践提升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十个修心仪式，即立誓起

航、悔过求真、挽手共行、定向养成、鸿雁寄情、书韵启智、冰释前嫌、心存

感恩、行知共鉴、未来已来。

“通过在教育改造中嵌入‘修心十式’，增强罪犯的认罪悔罪意识、服

刑意识、规范意识和改造意识，让他们在仪式中明理，在文化中塑魂，为回

归社会奠定良好基础。”副监狱长吴晨达说。为此，各监区策划了丰富的

活动，将修心教育推向日常化、行为化、实务化。

监狱还主动对接属地文化资源，精选王阳明经典诗词、语录，围绕“孝

道、磨砺、智慧、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省心、践行、明德”等十个篇章，编

写了《“此心光明”阳明文化修心教育精要十篇》读本，作为修心教育教材。

一些罪犯表示，阳明文化修心教育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照

亮了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迷茫和孤独”。

在仪式中明理 在文化中塑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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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付清顺

刚刚过去的7月，省第六监狱有两对双警夫妻退休。回首

工作生涯，他们并肩而行，包容理解，路一起走，坎一起迈。

“我们都是藏青蓝，可以说穿了一辈子的‘情侣装’。”两对夫妻

说，正因为彼此都能理解这身警服的责任，所以更珍惜共同走

过的从警之路。

郑义和王静是在老家宁波相识相知相恋的，郑义毕业后就

参加监狱工作，而王静则被分配到宁波当教师。一次偶然的机

会，监狱需要一名外语专业人才翻译国外资料，王静正好合

适。数年爱情长跑的两人这才结束了异地状态，并举办了婚礼。

郑义一直坚守在监狱基层管教一线，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罪犯的管理教育上，和王静聚少离多。“都是在一个单位工作，

她肯定会理解我的。”郑义笑着说。听了这话，王静默默点头。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心无旁骛地投身工作。而实

际上，王静的翻译任务也不轻松，为了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

晚上加班时，她就把孩子带在身边。“同甘共苦了三十多年，退

休后我们还要继续相互扶持。”郑义和王静感慨地说。

何茂方和王瑞娟也是今年7月共同退休的双警夫妻。说起

从警生涯，两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兢兢业业一辈子，对工作问

心无愧，唯独对儿子亏欠最深。上世纪80年代，正值省级文明

监狱和部级文明监狱创建的关键时期，为了保质量、赶工期，

负责基建队工作的何茂方三天两头在工地里通宵加班，而王瑞

娟又在繁忙的干部人事科工作，每天加班加点。

一天晚上，王瑞娟回到宿舍已是晚上9点多，突然想到在

幼儿园的儿子还没接回家，她赶紧找到加班的何茂方，监狱领

导、民警职工也帮着一起寻找，直到半夜时分才在锁了门的教

室里看到已经睡着的儿子。

“如果再年轻一次，回到当时的岗位，我们肯定还会作同

样的选择。”王瑞娟说，离开工作岗位，心里多有不舍。而何

茂方则表示，退休后也要继续发光发热，为大墙安全奉献点

滴力量。

通讯员 俞克强

一杯咖啡、一支笔、一副眼镜、

一堆报表——这是省金华监狱六监区

财务股股长陈方每天中午的日常。

从1985年到浙江省蒋堂劳改支队

（省金华监狱前身）三大队工作，陈方

就和财务结下不解之缘，至今已经同

“数字”打了37年交道。

多年打磨，让陈方练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数字是最直观的体现，

也最容易出问题，所以对具体数字要

做到‘三看三对’——一看数字大

小、二看数字小数点、三看数字大小

写；一对数字关联项、二对数字总金

额、三对数字涉税项。”多年来，陈方

认真严谨做好财务工作，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在核对监

区某改造工程的报销业务时，陈方审

核出了涉税项目的失误，帮助监区节

省开支2万余元。

为了方便同事，陈方不断创新财

务工作流程，不久前他研发出“差旅

费报销项目填写表”小程序，赢得大

家点赞。“真的很方便，只需花30秒

输入发票和出差审批单里的相关数

据，差旅费报销审批单里的伙食补

助、公杂等费用就会自动生成，大大

降低了填单错误率。”六监区民警詹陆

傲说。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陈方还言

传身教，当好“老师”。为了帮助新同

事尽快掌握业务，陈方从最简单处入

手，循循善诱，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

授，带出了多名“徒弟”。他也因此成

为监区青年民警公认的优秀师傅。

穿了一辈子“情侣装”的他们退休了

37年“数字”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