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法制 2015年7月9日 星期四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李若晨 校对 祝东阳

A

市
第
一
看
守
所
：
铸
就
人
生
灯
塔

照
亮
回
家
的
路

押解路上的无私与温暖D

“我舍不得离开看守所监室，这里是我的家”C
市第一看守所设置有独立的未成

年人监室，是全市最大的未成年人监
室，实行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
育。民警段继贤是未成年人监室监管
民警之一。

据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副支队
长路宏伟介绍，未成年在押人员正处于
身体成长、生理发育、心理不成熟不健
全时期，对于怎样才能使这个特殊的群
体在看守所度过一个净化心灵弃恶从
善，适应生理变化及心理正常发育的非
常时期，段继贤和同事们深感肩头的重
担和责任，对这个特殊的群体，他抱着
不歧视、不抛弃的决心，严格依法办事，
合理地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让他们
感觉到在监所同样有关爱、有阳光、有
温暖。

现在的未成年在押人员一般都是

家里的独生子，在家娇生惯养，懒惰思
想比较严重，自理能力比较差。为了提
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学习积极性，
段继贤把他们分成了甲、乙两个小组，
建立竞争机制，互相激励，互相促进，营
造争先创优的氛围。同时，把学习、生
活内容变成有趣的比赛项目，并对成绩
优秀的小组或人员进行表扬和奖励，让
未成年在押人员在心理上感觉更像是
在学校，渐渐树立他们积极向上的心
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团
队意识和集体观念。

未成年在押人员是一个非常特殊
的群体，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有着
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段继贤
通过谈心、调查了解到，他们大部分生
活在破碎家庭、单亲家庭或不睦家庭
里，有的因父母离异寄养在爷爷奶奶家

或者亲戚家里，缺乏家庭温暖，从小心
理就受到了伤害，没有得到完善的教育
和关爱，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心灵扭
曲，自暴自弃，憎恨社会，脾气暴躁，极
易冲动，自控能力差，最终触犯了法
律。段继贤首先想方设法解决他们心
理上的障碍，让这些无知的未成年犯罪
人员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及危险
性，感受到监管民警的温暖，使他们认罪
悔罪，重新做人，重塑自我。在押未成年
人岳某某刚满14岁，母亲去世，父亲失
去了联系，他因涉嫌故意伤害他人被收
押，无人管，无人问。段继贤给他买来换
洗的衣物，经常带他到管教室谈心，用细
心、耐心和爱心努力抚慰着这个受伤的
幼小心灵。岳某某离开看守所前往监
狱服刑时，流着泪对民警说：“我舍不得
离开看守所监室，这里是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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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看守所，人们首先想到的
往往是那些奔波忙碌、整夜值班的男
民警，市第一看守所的女民警们是众
多绿叶中娇艳而又坚强的铿锵玫瑰，
绽放出自己独特的光芒。她们巾帼不
让须眉，男民警能做到的，她们也毫不
逊色，甚至做得更出色。

市第一看守所女子管教队承担
全市因刑事犯罪而被依法逮捕、刑事
拘留的女性在押人员的关押管教任
务。该所所长杨艳辉说，女子管教队
的女民警平均年龄为 39 岁，家中都
是上有老、下有小。在繁重的工作之
余，她们还要照顾家里年迈的老人，
教育年幼的孩子。但就是这样一支

“妈妈级”队伍，成立两年多以来，以
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教育感化着
每一位在押人员，保障女性在押人员
的合法权益。

女性在押人员是个特殊群体，她
们感情细腻、脆弱，思想波动性大，情
绪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针对她们的
特殊心理情况，女子管教队的民警们
在严格管理的同时，注重人性化管
理。女民警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和在押人员进行谈话，通过耐心
倾听让在押人员的情绪得到缓解，用
人文关怀来感动在押人员，用真情促
进在押人员的转化。因盗窃罪入所的
在押人员张某，入所前因患乳腺癌做
了乳房切除手术，有条胳膊抬不起来，
入所后，家里人对她不管不问，连手术
后的简单治疗都无法保证。女民警们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衣服没有，女民
警们帮她找；吃药没钱，女民警们给她
买，连最后张某回家的路费都是女民
警们给她凑的。张某十分感动，决心
再也不做违法的事情。在女子监区，
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此外，女子管教
队还积极邀请相关专家、爱心企业和
巾帼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
组成的帮教团，深入监区为女性在押
人员提供有针对性、实效性强的咨询
服务和教育帮助。传统节日期间，还
组织帮教团开展送鼓舞、送信心、送健
康、送亲情、送爱心、送知识、送节日问
候等送温暖活动，处处彰显着规范执
法和安全文明管理。

女民警们常说，不能因为在押人
员曾经犯错就歧视她们，只有让她们
感受到温暖，才能让她们更好地接受
改造。正是因为这一人性化管理理念
的落实，才进一步促进了女性在押人
员的转化，使她们能认罪服法、弃恶从
善。

女民警丁雪莉工作中耐心细致，
言行文明，在消除女性在押人员对抗
心理的同时，把监管工作的过程变成
教育人、感化人、挽救人的过程。29
岁的周某因吸毒被逮捕，进入了丁雪
莉管理的监室，当时周某面色青灰，眼
窝深陷，骨瘦如柴，大小便失禁，四肢
到处是针眼，有的还往外流脓，同监室
的人都不愿意接近她。丁雪莉带她洗
澡，为她梳头，为她买来了贴身衣物，
还经常跟她谈话沟通，做思想工作，讲
毒品的危害。也许是女性独具的细腻
和温婉感化了周某，她痛下决心戒掉
毒瘾，积极配合管理工作。两个月后，
周某身体逐渐恢复。离开看守所的那
天，周某紧紧地抱着丁雪莉久久不愿
松开，一直哭喊着说丁雪莉是她的妈
妈，周某的眼泪和这个特殊的称呼感
染了在场的所有民警。丁雪莉在日记
中写道：“我虽然累点苦点，但看到她
的变化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白费。我
的工作虽然平凡，但能够挽救扭曲的
灵魂，也算是为社会的安定出了一份
力。”

丁雪莉工作起来一丝不苟，生活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无
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
看守所依法将该罪犯送交监狱执行刑

罚，也就是说，将罪犯向监狱送交或投
送罪犯（以下简称押解投劳），这是看守
所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也是看守所的重

要职责。市第一看守所民警赵传华主
要负责押解投劳工作。

2013 年 12 月的一天，一个朋友找
到赵传华，说准备押解投劳的罪犯王某
是自己的亲属，要求在途中见一面，他
义正词严地说：“押解投劳不是我个人
的事情，关系到所里的安全，这样的面
还是不见为好。”朋友悻悻离去，抛下了
一句“你可真正直”的讥讽话。像这样，
赵传华得罪了许多人，但他守住了原
则，赢得了安全。

赵传华每周 3 天都要出差押解投
劳，剩下两天要完成办公室各类材料的
处理工作，不能像其他人一样长年伴随
在父母身边，为此，他常常觉得愧对家
人。不是他不珍惜自己的家庭，而是他
无法放弃肩上的重任。在公与私的选
择上，赵传华有一个天平，用他的话说：

“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
再小也是大事。”

赵传华把对父母的孝，对家庭的
爱，都融入到了工作之中。他的父母今
年都是81岁，由于工作忙，他只能把父
母交给在叶县老家的弟弟，有空时回家

监所虽没有血与火的洗礼，却有与
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机敏与睿智；虽没
有短兵相接，却是深挖犯罪、惩治罪恶的
第二战场，狱侦工作是一项特殊场所的
公安工作。

市第一看守所发挥监管工作场所
的职能作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形成
一套狱侦工作机制，将政治攻势与隐蔽
力量相结合，集体教育与个别谈话相结
合，监所管理与狱侦技术相结合，积极
开辟打击刑事犯罪第二战场，取得了骄
人战绩，攻破了一批大案、要案、积案，
在深挖犯罪的主战场尽显威力。市第
一看守所先后被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
评为“狱侦工作先进单位”，三名民警荣
立三等功。

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李再国充分发

挥看守所的优势，成功挖出两起命案。
在押人员赵某因涉嫌盗窃犯罪被刑事拘
留，李再国在与其谈话时，发现其神色紧
张，说话语无伦次，又通过观察发现赵某
较少与其他在押人员交流，有意孤立自
己。凭着管教经验李再国判断，赵某可
能有余罪，于是李再国通过教育感化、贴
近等方法，使赵某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对
社会造成的危害、给他人带来的伤害，继
而交代了自己在舞阳县抢劫杀人的犯罪
经过。

在押人员刘某因涉嫌抢劫犯罪被刑
事拘留，李再国在对其进行谈话教育中，
感到刘某心事重重，说话闪烁其词，防备
心理极强，哥们义气重。于是，李再国一
方面对其进行多次谈话教育和法制宣
传，鼓励其积极检举他人违法犯罪线索，

争取立功；另一方面从生活上对其进行
关心照顾，嘘寒问暖，对其形成强大的心
理感召作用。经过不懈努力，刘某提供
了一条线索——王某、李某等五人抢劫
杀人。得到此线索后，市第一看守所高
度重视，安排狱侦民警认真进行核查，迅
速联系相关办案单位，使这起沉积五年
的案件得以破获。

在押人员黄某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刑
事拘留，管教民警李会平通过深入细致
的教育感化，使其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
严重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心痛改前
非，做遵纪守法公民。黄某揭发同监室
在押人员刘某及其对象杨某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灵武市盗窃面包车一辆，办案单
位接到线索后，通过核查将面包车追回
并归还失主，将杨某抓获归案。

积极开辟打击刑事犯罪的第二战场B

●领导感言

●新闻背景：

铿锵玫瑰
绽放独特光芒

6月30日，河南省公安机关践行“三严三实”暨庆七一·第三届
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表彰大会召开，平顶山市第一看守所民警
刘宏伟荣获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荣誉称号并受到表彰。

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支队长汪耀宇说，刘宏伟是全省公安监
管系统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他不仅是全市公安系统的骄傲，也是
全省监管系统的光荣。

刘宏伟，男，58岁，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一直在市第一看守所工
作。他长期扎根公安监管一线，默默奉献29年，用大爱感化和教育
每一个在押人员，使他们弃恶从善、回报社会。6万公里巡查路，29
年无事故，刘宏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普通监管民警忠于职守、
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他的精神深深鼓舞和感动着每一名公安民警
（刘宏伟先进事迹本版2013年曾报道）。

近日，记者带着崇敬之情见到了刘宏伟的同事，聆听他们平凡
而又伟大、平淡而又感人的故事。

监管民警时时刻刻都在演绎大爱
与温情的人性关怀，始终用一颗温暖、
热情、关爱的心去铸就一座座歧途人
生的灯塔，用自己的行动把阳光引到
高墙之内，让那些失去自由的人也能
感受到阳光的温暖，照亮在押人员回
家的路，使他们重新扬起人生希望的
风帆。

中却是一位亲切的老大姐，无时无刻不
关心自己的“姐妹”。每天，她都会对监
室进行例行巡视，走进每一间监室她都
会认真询问每一名在押人员：“家里寄信
来没有？”“最近身体是否舒服？”巡视后，
她还会亲自为在押人员修剪头发、缝补

衣服，和她们贴心谈话，让每一位女性在
押人员感到温暖，重树改造信心。

市第一看守所女子管教队的女民警
们没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没有冲
锋陷阵的激烈场面，有的是融化坚冰的
信念和润物无声的坚持，她们始终将在

押人员的冷暖牵挂心间，却时常无法给
家中的孩子更多的照料和关爱，无法时
刻陪伴两鬓斑白的父母，她们在高墙电
网内梅花般静静地绽放青春，在平凡岗
位上展示巾帼风采，用热血谱写着人生
的华丽篇章。

看看老人。2014年11月的一天，他的母亲
不慎摔倒需要做腿部手术，那天他正赶往
豫北押解投劳，无法赶往医院。完成任务
后，他不顾一天的劳累坐上回叶县县城的
汽车，马不停蹄地赶到县医院时，母亲的手
术已经做完了，他看着昏睡中的母亲，一句
一句地说着“对不起”，最终愧疚和难过让
这个五尺高的硬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
情，在病房里大声痛哭起来。今年春节，弟
弟打来电话说父亲胃部感觉不适，贫苦了
一辈子的老父亲怕花钱治病而隐瞒了病
情，致使病情加重至胃穿孔。由于年龄大，
不敢做手术，只好在医院静养。赵传华得
知情况后急忙赶到医院，面对父亲他流下
了愧疚的泪水。但他没有任何怨言，仍旧
平顶山、叶县两地跑，工作从不耽误。

“安全是第一位的，任务再艰巨，困难
再多，我也必须完成。”这是赵传华在每一
次出发前给自己和参与押解的同志们提出
的要求。今年春节前，市第一看守所需要
押解投劳到南阳监狱多名罪犯。为了安全
押解，看守所选调了参与过押解投劳的民
警和武警战士组成押解小组，由赵传华负
责协调指挥。全程190公里，需要行驶4个
多小时。赵传华和同事们凌晨4点多就起
床出发，为了保证押解安全，所有押解人员
均不下车吃饭，饿了，他们就吃几口面包，
泡一碗方便面；渴了，就喝几口矿泉水；困
了，就吃点辣椒酱提提神；冷了，就用棉被
或薄毯御寒。一路上，赵传华一眼不眨地
盯着自己押解的对象，时刻都不放松警惕，
直到把全部罪犯安全顺利地交付给监狱，
赵传华和押解小组才松了一口气。

2015年1月的一天，赵传华和战友们
带着未成年罪犯又走上了押解路。距离郑
州未成年罪犯管教所还有60公里时，押解
投劳车辆出现故障，赵传华在驾驶员下车
检查故障的同时，一边打电话向所里报告
情况，一边稳定两名未成年罪犯的情绪，像
亲人一样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要吸取教
训，做个有错就改的懂事孩子，不能再迷恋
网吧，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做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两个年仅15岁的孩子聊
着聊着就哭了起来，说悔不当初，酿成今日
苦果。1个小时后，车修好了，并于当天上
午11点40分到达郑州。临别时，两个孩子
拉着赵传华的手，眼含泪花地说：“您再来
送人时一定要看我们啊！我们还想和您说
话。我们想认您做警察爸爸。”

每一个被送进市第一看守所的人，都
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对公安民警的敌视，可
最终他们都带着对前景的希望、对社会的
爱，带着对管教民警的感激而离开。这是
一个特殊的场所，深墙大院内，它有着人生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多的是无私奉献散
发出的温暖光芒。

一切都在无声中承受，一切都在无言
中奉献，一切都在沉默中坚守。公安监管
民警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踏踏
实实的工作；没有任何怨言，有的只是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心的誓言，他们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了不平凡的人生
价值。

近年来，平顶山市公安监管工作在上
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取得了长足
发展，多项工作处在全省前列，涌现出一批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市公安局监所管理
支队先后被省公安厅授予“全省监管战线
深挖犯罪工作先进组织单位”“看守所深挖
犯罪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并荣记集体二
等功。

作为“省级文明单位”和“全国深挖犯
罪先进单位”，市第一看守所强化日常管
理、生活保障、心理疏导、宣传教育、风险排
查，创造了20年安全无事故的佳绩。监管
民警的付出越来越多地被社会各界认可、
肯定，监管民警对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大幅提升。

信念支撑未来，坚韧创造奇迹。成绩
属于过去，面对监所管理工作的严峻形势，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多措并举，创新管理机
制、安全工作机制、人权保障机制、服务诉
讼机制、监督制约机制，扎实做好监管各项
工作，向着“创历史辉煌，创同行一流”的目
标前进。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警令部主任
陈新华

在进行谈话教育时，女性在押人员为丁雪莉端来热茶，感谢她平时无微不至的关心。 武立峰 摄

李再国与在押人员谈心。 武立峰 摄

赵传华在执行押解投劳任务。
本报记者 卢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