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在监管工作中的探索取得了一定

成效， 但作为监狱， 吴家洼还很年轻。

根据档案记载 ， 吴家洼监狱始建于

1955 年 4 月，时称川东劳改支队（即川东

分场），隶属于上海农场，先后承担过不同

人员的教育改造任务。 2014 年 6 月 15 日，

经司法部批准， 组建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2015 年 10 月，监狱收押首批服刑人员。

2000 年参加工作， 现任吴家洼监狱

三监区党支部书记、 监区长， 荣获过全国

监狱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许峰是这些变化

的见证人。

1977 年出生的许峰从小就有当警察

的梦，大学毕业后他梦想成真，成为一名监

狱警察。 可是，许峰感到了现实的“冲击”。

“吴家洼在江苏省大丰市与东台市

交界处， 离上海太远了， 当时交通很不方

便，单程从上海到这里就要六七个小时，路

况很差。下雨天一路泥泞，晴天一刮风就都

是灰……”许峰回忆，除了环境上“恶劣”，

更让他感到失落的是工作上的不适应。

虽然长着一张颇为稳重、 严肃的脸，

但毕竟年轻， 当时的许峰在管教工作方面

可以说 “零基础”。 好在， 有资深民警传

帮带， 在 “师父” 的言传身教下， 许峰一

点点适应， 终于渐渐成长为骨干。

当年和许峰一起入职的同事都已经离

开了农场，但他选择留在了这里，奋战在监

管改造的第一线。

家人都在上海， 可许峰因为工作要一

周甚至半个月才能与他们团聚一次， 为什

么不回上海工作？ 不善言辞的许峰略显不

好意思地说，“也是想过的， 但我对这份工

作、对这里有感情，我们是在维护上海的安

全稳定。 既选择了就积极面对，走下去。 ”

对于吴家洼经历的这些变化 ， 许峰

说， “变化的是岗位， 不变的是责任。”

许峰直言， 这些年来他和同事们都不断在

学习、 精进业务， 当然也面临不少挑战。

改监初期， 在监区担任教导员的许峰

被调任刑罚执行科科长， 要捋顺监狱刑罚

执行制度，确保相关工作顺畅运行，这对许

峰来说有压力且陌生，他要“从头开始”。

许峰一边找书籍查材料， 补习刑罚执

行、 减刑假释相关知识， 一边积极联系局

处室和兄弟单位的业务部门寻求指导。 几

个月下来 ， 许峰圆满完成了任务 。 2016

年 3 月底， 许峰调到新成立的三监区任支

部书记、 监区长， 以自己一贯以来的认真

负责成为同事眼中的 “定海神针”。

“我觉得自己很平凡。”许峰诚恳地说，

现在监狱有许多当年和他一样的新民警，

看着他们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模样，

“我们会像老一辈一样，把接力棒交给年轻

人，希望他们在激情之后可以坚守。 ”

在这样的薪火相传里， 吴家洼监狱或

许还会出现更多的 “爆款” ……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右手持铁锤， 左手拿钢凿， 仔细地在瓷盘上凿刻图案， 铁锤敲击钢凿发出有节奏感的悦耳 “叮叮” 声……这是去年 6 月， 抖音平台一
则短视频的画面。 让人意外的是， 这则没有任何言语， 甚至后期制作技巧一般、 从头 “叮” 到尾的视频短时间内浏览量超过 1800 万， 点赞
数近 80 万， 成了 “爆款”。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则 “爆款” 视频的 “产地” 是看似与世隔绝的监狱。 视频中展现的是上海市吴家洼监狱的艺术矫治特色项目
之一———瓷刻。 瓷刻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 “瓷器上的刺绣” 美称。

记者了解到， 通过短视频平台向社会展现监狱工作， 改变大众对监狱 “神秘” 的印象， 对吴家洼监狱来说是一种尝试和探索， 正如近
年来他们的转型工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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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爆款”短视频原来出自这儿
———探访转型发展中的上海市吴家洼监狱

B6 大墙故事

获得上万点赞的瓷刻技艺是吴家洼监狱

开展艺术矫治的方式之一

吴家洼监狱 供图

“我从 2017 年监狱引入瓷刻项目开

始就学了。 说真的， 一开始上了两三节

课，我就不想学了。 ”张明（化名）是因为

抢劫罪被逮捕的，2004 年时，才 18 岁的

他为了钱急功近利，选择了最坏的方式。

犯罪后，张明逃跑了，近 10 年的时间里，

他都小心翼翼地生活， 在浙江靠打工为

生。 后来，张明以为风头过去，便回到老

家，不料在工作中“暴露”了身份。

2015 年， 逃跑 11 年的张明终于落

网了，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押至吴家

洼监狱服刑。从自由人到服刑者，张明无

所适从，出现消极情绪，一度自暴自弃。

像张明这样难以接受现实、 不知前

途在何处的服刑人员不在少数， 如若接

受刑罚后他们依旧没有醒悟， 那么， 未

来他们对社会依然是一种威胁。 在严格

执行刑罚外， 有没有一种教育方式能在

潜移默化中改变他们？ 这是上海市监狱

管理局近年来不断思考探索的问题。 文

化教育尤其是艺术矫治成了 “参考答案”。

然而，由于吴家洼监狱远离城市，在引

进社会资源开展适合监狱的艺术矫治项目

方面困难重重。但监狱方面始终没有放弃，

不断通过多种途径寻找社会矫治资源。

2017 年初，监狱方面经推荐结识了江

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陈寅付。 经过不

断沟通， 陈寅付改变了对监狱的印象和认

知，看到了监狱民警对社会的责任和付出，

他表示愿意和监狱合作，“做一些对社会对

个人都有益的事”。 而且从最初的开价高

昂，到最终承诺免费上门教授瓷刻手艺。

2017 年，作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瓷刻项目正式引入吴家洼监狱。要学“瓷

器上的刺绣”技艺不是那么简单的。瓷刻有

点、线、面、镂、凿、划六种技法，完成一件作

品需要制作者耐心凿刻，一个个深浅不一、

疏密不同的小坑点连接成长短不齐、 有粗

有细的“线条”，有实有虚的刀法和技法结

合才能在瓷器上展现书画笔墨之韵。

什么样的人能学瓷刻？“瓷刻是要磨性子

的， 一不当心或者太急躁可能就会毁了整个

作品，甚至连瓷器也弄坏了。”监狱方面介绍，

除了服刑人员自己有主动学习的意愿、 各项

服刑表现较为稳定外， 监狱也有意挑选了性

格比较急躁的对象。 张明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上课出于好奇，张明兴致勃勃，也

在当天按要求在一块小瓷片上凿出了一副粗

陋的图案。 老师夸他资质不错， 张明有了信

心。 可是一周后，第二节课，张明他们还是学

习怎么一点点“叮”小坑，第三节课同样……

略显枯燥和重复的练习， 以及学习小组成员

同时凿刻发出的嘈杂声让张明有点受不了

了，他流露出退意。

“当时队长看出来我的想法， 就鼓励我

坚持。” 张明说他一直记得民警问他的话，

“他问我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吗？ 不如就先

学点本领。 那么长的刑期学点东西不好吗？”

对啊， 现成的目标放在眼前， 为什么要

放弃呢？ 张明突然醒悟。 尽管瓷刻学习没那

么容易， 但老师的耐心、 民警的鼓励， 张明

自己的用心让他终于有了收获。 三四个月

后 ， 张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瓷刻作品 ，

“很开心， 很有成就感。” 张明笑了起来。

如今， 张明在瓷刻方面小有心得， 还有

作品参加上海市监狱局近期举办的服刑人员

艺术作品展。 父母也知道他正在学习瓷刻，

“他们来监狱会见时看到过我的作品， 都叫

我好好学。” 张明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瓷刻

他知道了很多事急不得， 也找到了目标。

“每件瓷刻作品都要经过千百次敲击，

就像我们的人生。” 张明给自己总结。

通过艺术矫治抚平服刑人员浮躁的内

心，帮助他们升华理念、启迪思维，矫治恶习，

重塑人生……从以张明为代表的一批服刑人

员身上，吴家洼监狱看到了艺术矫治的成果。

“目前监狱已经形成了以剪纸、 锡剧和

瓷刻项目为主体的 ‘一监一品’ 艺术矫治新

格局， 未来我们也会探索更多新的可能。”

吴家洼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吴彬说。

走进吴家洼监狱开展瓷刻教学的教育

改造中心， 第一眼就看到一面满是各种字

体的 “律” 字墙， 其他墙面上则写着 “驶

向新生的彼岸” 等励志口号。 在抖音平台

引发关注的短视频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据

介绍， 这栋小楼的主要功能就是 “学习”，

服刑人员的文化课程、 技能培训、 艺术学

习都在这里展开。

拍摄短视频是监狱向社会展示工作、

提高执法公信力的一种尝试， 一如监狱在

监管工作方面的探索。

服刑人员如果能将在狱内学到的本领

转化为工作技能，出狱后有稳定工作，不至

于因经济来源问题而违法犯罪， 对社会安

全稳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服刑人员往

往担心没有就业机会？ 这种对未来的担忧

可能会影响改造质量， 也给监狱带来一定

的安全隐患。为了消除隐患，同时提升教育

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的风险，吴家

洼监狱自 2018 年开始，以“产学业一体化”

理念为指导，开展了刑释就业推介工作。

“掌握一门技艺， 在刑满释放后较快

地完成由服刑者向社会人的转变， 是监狱

对他们的期望。” 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李

国争介绍， “刑释就业推介工作就是监狱

与企业联手搭建的再社会化桥梁。”

监狱一方面以促进劳动功能回归为着

眼点， 注重加强对服刑人员回归社会能力

的培养。另一方面则努力搭好“舞台”，吸引

更多的社会企业来监“唱戏”，如招聘瓷刻

工艺师、水电工等。

监狱方面介绍，为打消企业的顾虑，规

范操作，他们多次开会“头脑风暴”研究具

体运行方案和操作细节， 最终确定了监企

双方策划、企业服刑人员双向选择、监企服

刑人员三方签约、监企精准帮教、服刑人员

刑释就业及监狱上门回访的 “六段工作流

程”。 该工作流程得到了合作企业的认可。

2018 年以来，监狱先后组织 4 家企业

两次来监开展意向性招聘，有 35 名服刑人

员与用人单位签订了 《就业意向书》，1 人

刑满释放当天就直接到企业报到上班了。

“李某在服刑时就表现稳定， 真心认

罪悔罪， 学习上也肯动脑筋下功夫钻研。”

李国争介绍。 李某与企业签订意向书后，

还向监狱提交了 《承诺保证书》。 此后，

监狱就按照 “六段工作流程” 定期向用人

企业通报李某的改造情况， 企业也派人对

李某帮教， 打消他的各种思想顾虑。

李某“无缝衔接”到企业就业后，监狱

没当甩手掌柜， 而是继续按规范在不影响

企业及员工正常工作生活的情况下进行电

话回访、上门交流等。目前李某的就业生活

状况很稳定，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信心。

“瓷器刺绣”没那么容易 “经历千百次敲击，就像人生”

与企业联手搭一座“桥梁”

坚守 19年的“定海神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