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开年的第一个罪犯学习日，浙江省第六监狱推出新年“第一课”——心理健康大讲堂专题讲

座《情感》。

监狱民警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邵一飞为围绕“情感是什么”“如何面对情感”等内容展开授课，

并现场为罪犯答疑解惑。 通讯员 王佳俊

掀
开
新
年
改
造
﹃
第
一
页
﹄

2024.1.25 星期四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唐昉婷20242024..11..2525 星期四星期四 ❘❘ 责任编辑：邵敏宸 ❘❘ 版式设计：唐昉婷

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66新岸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叶俊韬

“可以来给罪犯上一堂读书分享课

吗？”前两天，记者收到浙江省之江监狱的

邀请。

尽管在监狱采访了多次，但这还是记

者第一次收到上课的邀请。

讲些什么？课件如何准备？思考了一

下午，第二天一大早，记者拿着图文并茂的

PPT演示文稿上了高铁，赶往监狱。

被触动的眼神

列车飞驰，窗外树影掠过。但我无心

看景，抓紧时间准备发言稿。备课前，我请

教监狱民警，该准备些什么，但电话那头是

爽朗的笑声，“相信你！”

新年、新生……思前想后，我决定以

“新”做主题，讲讲读书的好处和自身感悟。

“我们进监区以后，里面可能放不了

PPT。”没等我分享“大作”，教育改造科民

警叶俊韬告诉了我这个“噩耗”。

于是，配图精美的PPT变成了厚厚一

沓黑白A4纸，被我裹在手里，通过安检、

带进监区。

监区的大门一开，我抬眼一看，台下

200名罪犯列队整齐，坐姿端正。紧张的

心情又起来了，彼时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

越过罪犯的头顶，平行看向后面的白墙讲

话；要么，就看着他们。

不知不觉中，我选择了后者。接下来

1小时的分享过程中，我拿起话筒，分享采

访到的罪犯通过阅读进行改造的故事，以

及他们与同犯、民警、家人之间的故事。

当看到台下那些被触动的眼神，我的

紧张感慢慢卸下。

活跃气氛的乌龙

“有问题想问记者的，可以举手。”当民

警陈鹏宇拿起话筒提醒时，台下的罪犯你

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安静了下来。

一只手高高举起。“记者您好，我有个

法律疑问，想咨询你一下……”这名罪犯开

始自我介绍，像倒豆子一样倾吐他的烦

恼。没等他说完，一旁的罪犯急得扯了把

他的衣角，“是读书分享会，不是法律咨询

会。”话音一落，全场大笑。

被笑的罪犯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

以为浙江法治报的记者都是专业律师，我

小学学历，您见笑啊！”

我赶忙拿起话筒，“没关系，如果有需

要，可以把具体问题告诉你们警官，我们会

帮忙求助律师。”

不过，这个小乌龙一下子把现场的气

氛炒热了，一双双手接连举了起来。

什么都是新鲜的

“记者您好，平常我想看书，但每次都

静不下心，您刚刚分享的故事我一下子就

听进去了，想问问您，我可以看些什么

书？”

“从小故事开始看起吧，一些有哲理的

故事或者寓言也能带来启发。”我回答。

“我们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其实我们也

想让家人甚至外面的人，听到我们的忏悔、

我们的心声。”

……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眼见举

手的人越来越多，民警陈鹏宇中断了这场

“互动”。

我抬头看了看时间，16点30分。我

知道，监狱管理的时间安排非常严格，接下

来，该进入晚上的作息安排了。

“不收住的话，提问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晚上都不一定止得住。”出监的路上，

陈鹏宇告诉我，“当时你问我要给他们分享

什么，其实讲什么都可以，对他们来说，什

么都是新鲜的……”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

说这场读书分享会，让他也更加了解罪犯

的想法。

当我坐上回程的高铁时，夜色渐浓。

这场分享会也将成为我的宝贵记忆。

见习记者 俞可薇
本报记者 王春苗 整理

省之江监狱罪犯孙某来信：
我有一个12岁的女儿，现在

上小学。她还不知道我在服刑。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也找不到

合适的话题和女儿交流，该怎么

办？

衢州元力家庭养育指导服务中心
高级家庭教育辅导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崇良解答：

孙某你好，我特别理解你目前

的心理状态，换作谁遇到这种情

况，都会产生上述心境。

当然，我相信你一定不希望这

种心境持续太久，是吗？

我记得有句话的大概意思是

这样的：“人之所以会产生负性情

绪，感受内心痛苦，是因为不愿面

对、接受现实。”不知你如何看这句

话。

你的女儿已经12岁，有自己的

思维能力了。她还不知道你的事，

是真的不知道吗？你们觉得能瞒

到什么时候，一辈子吗？

鉴于你目前的实际状况，我建

议你不妨通过书信的形式，跟女儿

坦诚地聊一聊，告诉她事实的真

相。这能让女儿了解到真实的情

况，避免被误导或听到错误的信

息。

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你的

女儿会因你的犯罪而感到困惑、恐

惧、愤怒、失落等，因此我建议孩子

的母亲也参与到谈话中，在身边理

解并尊重女儿的感受，给予她情感

支持和安慰。

总之，在与女儿沟通时，不管

是 你 还 是 孩 子 母 亲 ，都 应 以 真

诚、理解、支持和建立信任为原

则 ，帮 助 女 儿 渡 过 这 个 困 难 时

期。

当然，针对你的情况，你所在

的监区警官应该会更加了解，也建

议你和监狱的心理咨询专家好好

聊聊，相信你很快就能走出心理困

境。

见习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方金杰

最近一次亲情帮教中，罪犯丁余（化

名）的母亲来到现场，向民警深深鞠躬：“感

谢警官，让我们母子都有了好好生活的动

力。”

时间回到去年的一天。打完亲情电话

后，丁余又哭了。

一旁的浙江省十里丰监狱管教民警细

心留意到，丁余本是改造积极分子，然而近

半年来，他在改造中连连出错，情绪也不稳

定。

民警走上前，“起来，丁余！我们聊一

聊。”

“警官，我一想到妈妈，就忍不住。”丁余

讲起在家里的母亲，眼泪又下来了。

在民警的印象里，丁余的家庭比较困

难，父亲也在省内某监狱服刑，家中仅有56

岁的母亲一人，平时身体不好，经常身兼数

职奔波生计。

“去年7月，她寄信给我，说有一次在饭

店后厨帮忙递菜，不小心滑了一跤，手肘肿

了3天，还是邻居帮忙送的医院。她自己在

家只能煮点面吃，做菜用不上力气……”丁

余哽咽着说，最近母亲的腿脚又出现异样，

向他抱怨生活太难。

丁余觉得自己帮不上忙，还让母亲蒙

羞，心中满是自责和愧疚。

这场谈话，民警忙着劝解和递餐巾纸，

同时也意识到他对母亲的孝顺，当务之急是

沉不下心改造。

管教民警此后通过电话，家访丁余母

亲，讲述丁余在监内的积极改造行为，让

她放心。同时也上报监狱，联系当地有关

部门，对丁余母亲的日常生活予以关照。

“你母亲的困难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但

是丁余，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改造，用你

的状态感染母亲。”

听了民警的话，丁余愈加积极主动学习

纪律规范，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一笔一划写

下自己的改造成果，记录下民警的悉心帮

扶。

“我们都佩服他，

吃完饭擦桌子、扫

地，他都争抢着

做。”同组的罪

犯提起丁余，

好评一片。在

2023 年 的 改

造积极分子评

比中，丁余的3

门文化教育成绩

平均 98.5 分，出勤

率达100%。

第一次在“大墙”内上课是什么体验？

“我入狱女儿不知情，该如何和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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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更多疑问，欢迎向“法姐姐”来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体育场路178号浙江法治报“法姐姐”栏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