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徐荔

2018 年， 上海市南汇监狱谈话室内， 服刑人员

李勇 （化名） 坐在民警的对面紧皱双眉， “我不认

罪， 法院判得不对。” 除了类似的话语， 李勇不愿多

说， 对民警充满戒备。

2023 年夏天， 李勇将一沓字迹工整的手写材料

交给民警， 那是他的“认罪书”， 不久后他还在监区

现身说法： “我以为只要坚持不认罪就有机会推翻判

决， 我错了， 我深深忏悔……”

这是一个历经五年的教育矫治故事， 也是南汇监

狱整合资源、 形成合力， 构筑教育转化不认罪服刑人

员工作网络的缩影。

从坚称无罪到真诚悔罪

七旬老汉的五年蜕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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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后不肯认罪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 在谈话

室里， 面对民警， 李勇一言不发。

谈话无法继续， 望着李勇离去的背

影， 民警沈兆阳陷入沉思。

自从接管这个监组， 不承认犯

罪事实、 对法院的判决不服的李勇

就成为沈兆阳重点关注的对象。 沈

兆阳翻阅着李勇的档案材料， 梳理

着思路： 李勇不认罪的原因是什

么？ 他是否真的没有犯罪？

根据材料显示， 李勇， 70 岁，

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 身患高血压、 心血管等疾

病。 入狱之后， 李勇能够遵守监规

纪律， 但多次明确表示不认罪， 认

为法院判决定罪量刑过重， 并提出

要申诉。

为集中教育转化难改服刑人

员， 南汇监狱各个监区成立了专业

化的教育矫治团队， 其中， 沈兆阳

所在的二监区成立了“引航员” 矫

治团队， 这是一支集合狱政、 矫

治、 法律各方面人才的专业团队，

成员包括监区负责人、 教育条线业

务骨干、 公职律师、 监狱“法治先

锋团队” 成员等。

当李勇的情况被矫治团队关注

后， 一场有针对性的“治疗” 开始

了。

作为矫治团队公职律师的民

警熊佳明首先通过研读案卷档

材、 申诉书、 律师会见记录和个

别教育谈话， 了解了李勇涉案的

具体情况。

熊佳明发现， 虽然李勇认

为自己没有参与案件， 但根据

相关证据， 尤其是公诉机关提供

的视频片段， 可以证明李勇与贩卖

毒品的涉案人员有交流且参与了毒

品贩卖。 李勇对法律规定的认识不

足， 对刑期“太长” 的耿耿于怀是

他不愿认罪的主要根源。 而在多次

个别谈话中， 李勇也从不断强调理

由到逐渐“听进” 有关法律规定的

解析， 不再辩驳。

然而， 要让李勇完全接受， 从

内心认罪， 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谓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还需要

不断学习法律知识， 知法懂法守

法。

所幸， 在监狱， 为服刑人员上

法律课程是“常规” 操作。 李勇在

日常服刑生活中不断接受着各类与

法有关的理念的熏陶。

日积月累， 润物无声。 民警注

意到， 在一次由矫治团队民警顾耀

文开展的 《认罪服判与刑罚执行》

专题授课后， 李勇听着其他服刑人

员对认罪服法认识的讨论若有所

思。

家信、会见助力打开心门

就在对李勇的教育矫治逐步推

进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李勇突发心脑血管疾病。 值班民警

沈兆阳发现情况后， 立即根据相应

工作机制， 争分夺秒地将李勇送到

医院就治。 因抢救及时， 李勇转危

为安。 通宵陪伴的民警也终于松了

口气。

原本对民警不信任， 极度戒

备， 怀疑他们的所有教育都是“别

用有心” 的李勇因为这件事大受触

动，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对监狱

民警有误解。

细微之处见真情， 李勇开始反

思自己的言行， 逐步放下防备心

理， 在民警的帮助下， 面对自己，

审视内心。

此时， 一封家信来得恰逢其

时。 李勇服刑后就和家人断绝了联

系， 他没想到家人居然会给他写

信。

写信的人是李勇的孙子。 信

中， 孙子表达了对李勇的思念，

他希望李勇振作起来： “记得我小

时候， 一次考试没发挥好， 您开导

我说一次考试不能说明什么， 从哪

里跌倒了就从哪里爬起来！ 爷爷，

我想把这一句话送给您！ 希望您能珍

惜生活， 勇敢面对！”

孙子还告诉李勇， 他考上了一所

名牌大学， 在开学之前想到监狱探望

李勇。

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有了出息，

自己却不争气锒铛入狱。 想到这些，

李勇不禁老泪纵横。

不久后， 在监区组织的的超轻黏

土兴趣班上， 沈兆阳一边教李勇制作

作品， 一边鼓励李勇试着给孙子做一

个黏土挂件。

经过一番努力， 小挂件完成了，

李勇的嘴角不禁浮上笑意。 这是一个

久违的笑容， 李勇似乎很久没有体验

过笑的滋味。 见状， 沈兆阳问李勇：

“想家人吗？ 不妨和家人联系一下，

也见一见孙子？”

听到这个问题， 李勇眼圈红了，

良久轻轻点了点头。

2023 年夏天， 亲情会见厅里，

李勇的孙子随着家人来监狱探望李

勇。 隔着玻璃， 李勇的目光紧紧追随

着孙子和许久未见的老伴。

“好好改造” “希望我毕业后可

以接你回家” ……家人的劝说， 孙子

的愿景让李勇频频点头。

会见结束了， 李勇望着家人离去

的背影， 张张嘴却喊不出声， 久久伫

立。 回到监区， 李勇停下脚步， 提出

想和民警谈心。 沈兆阳趁热打铁， 对

李勇再一次开展相关教育。

5年后终于写下“认罪书”

2023 年 8 月的一个清晨， 几乎

一夜未眠的李勇将一沓厚厚的信笺

递给民警， 是他写的“认罪书”。 那

是一份用心书写的认罪书， 字迹工

整、 纸面整洁。

认罪书中， 李勇满怀悔恨地表

示： “过去， 我羡慕别人纸醉金迷

的生活，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

手段。 我为自己一次一次放纵自己

而痛苦悔恨。 警官对我的良苦用心

我终于体会到了， 我不能再钻牛角

尖， 我不希望自己在监狱度过余生，

孤独终老！”

对于自己不认罪的原因， 李勇

也深深忏悔： “我以前对国家法律

和刑罚认知错误， 认为不管犯罪与

否， 只要坚持不认罪， 就有机会推

翻法院的判决， 从而可以逃脱法律

的制裁。 我为了牟取个人的私利，

对国家的法律置若罔闻， 不仅失去

了自由， 还亲手毁了原本美满的家

庭……”

在民警的鼓励下,李勇后来还在

监区组织的认罪悔罪活动中现身说

法： “我也曾经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一心想干一番事业。 但是因为不懂

法、 不守法， 铤而走险、 以身试法，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希望身

边的人能够以我的犯罪为警醒， 不

要对法律置若罔闻、 心怀侥幸！”

民警的话 > > >

  教育矫治工作要坚持久久为功，

保持教育转化的持续性。

在对李勇的教育转化过程中， 二

监区坚持多维度分析， 整合监狱、 监

区的矫治合力， 组建了结构清晰、 运

作目标明确、 方法手段娴熟的优质矫

治团队。 矫治团队不局限于教育改造

工作条线 ， 而是法治宣传 、 狱政管

理、 狱侦收集多条线并用， 讲师团、

矫治师、 主管民警、 公职律师多重身

份转换， 多维度、 多角度分析研判不

认罪原因 、 教育转化需求 、 重点难

点 ， 因人施策 ， 整合资源 、 形成合

力， 构筑起了教育转化不认罪罪犯的

工作网络。 在此基础上， 二监区坚持

不懈， 以积羽沉舟的毅力决心， 历经

五年， 最终达成了转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