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掰着手指头数日子过

都说成年人的世界， 无论做

什么选择， 都会有遗憾。 但是有些

明显错误的选择， 带来的不只是遗

憾， 还有无尽的代价。 八年前， 田

川就因为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沉重

的代价： 因为参与非法集资， 他被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上海市五角场监狱四监区民警

陈琦记得， 2016 年 11 月， 田川刚

到监狱服刑时总是一副眼神呆滞、

少言寡语的模样， 还经常独自一人

坐在床边发呆。 田川的行为规范也

较差， 面对其他服刑人员的善意提

醒， 他就像炸了毛的猫， 没少和他

人发生矛盾。

五角场监狱作为本市唯一的

功能性出监监狱， 一直以来贯彻的

都是“服务于罪犯回归需求， 服务

于改造质量提升， 服务于平安社会

建设” 的出监教育理念。 因此， 民

警对服刑人员的教育往往也带着更

长远的眼光， 不仅教育引导服刑人

员将当下的改造踏踏实实完成， 也

希望他们把目光放到刑满释放后的

生活。

然而， 当民警问起田川以后有

什么打算时， 田川迟迟说不出话，

踌躇半天才说出一句： “我是掰着

手指头数日子过的， 以后……我真

的不知道。”

田川的这种状态， 民警并不

陌生。

“会有这些表现， 原因往往不

是单一的， 有些服刑人员没法接受

现实， 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才被

抓， 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犯罪危

害， 不能剖析自身犯罪根源， 没有

真正认罪悔罪。” 陈琦分析道，

“同时， 监狱毕竟是刑罚执行机关，

生活环境落差大， 他们对改造生活

会有一系列的不适应， 包括情绪、

身体机能、 日常行为各个方面。 而

监狱教育改造就是要将他们的思

想、 行动调整到正常、 有益的改造

状态， 这也是服刑人员完成改造任

务的重要基础。”

而在民警看来， 田川的改变

空间很大， “1982 年出生， 刑满

释放出去也才不到 40 岁， 正值壮

年。 如果不能正视这段经历， 不能

有所改变， 那么对他个人、 对社会

来说都是有隐患的。”

于是， 针对田川的情况， 监

区组织成立了教育转化小组， 根据

田川的实际情况专门为他定制了改

造规划。

“我们把个别教育和谈心作为

教育转化田川的重要手段。” 陈琦

介绍， “通过积极关注、 倾听、 共

情等方式让田川对民警的信任感增

强， 让他有话想说的时候能第一时

间想到民警。”

同时， 考虑到田川年纪较轻，

接受能力较强， 除了监狱日常组织

的法律教育， 针对田川的兴趣爱

好， 民警还鼓励他参加上海开放大

学普晟分校学习， 并报名监区书画

兴趣班。

能不能就留在监狱？

有人可倾诉、 有事可“忙活”

的田川慢慢改变了颓废、 迷惘的精

神面貌， 行为规范、 人际关系也都

有了好的变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 田川也习得一手好字， 临摹的

书法作品在监狱组织的相关活动中

多次获奖。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

展， 可是， 当许多服刑人员都期盼

的刑满释放之日逐步临近时， 田川

却突然一改往日的积极主动， 焦躁

情绪日益严重。

“我能不能就留在监狱？ 我不

想出去， 我在外面已经什么都没有

了， 出去该怎么生活？” 几日未曾

好眠的田川终于憋不住向民警道出

了内心的苦闷。

原来， 田川入狱后， 本不稳定

的夫妻感情最终走向了破裂， 妻子

向他提出了离婚， 田川的情绪受到

了很大的打击。 2020 年， 田川的

父母又因病相继去世。 这更加深了

田川的自责和愧疚感， 情绪一度崩

溃，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

出现失眠、 头痛、 心脏不适等症

状。

“我该怎么回家？ 家在哪？”

想到要面对空荡荡的、 再无人期待

他回去的“家”， 田川再度陷入消

沉， 改造表现也一度重回原点。

对于田川的情况， 民警一方面带

他去监狱卫生所就诊， 治疗他的身体

不适。 另一方面， 民警分析， 田川的

不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焦虑造成的，

心病还须心药医， 因此在征得田川同

意后， 民警带他到监狱心理健康指导

中心， 接受定期的心理咨询和放松疗

法， 缓解焦虑情绪。

“此外， 在通过个别咨询缓解田

川焦虑情绪的同时， 我们也引导他参

加心理团训， 帮他逐步恢复社会功

能， 提升回归的信心。” 陈琦介绍，

“田川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少即将出狱的

服刑人员常会遇到的， 所以我们在出

监教育中除了设置相关政策解读、 模

拟社会实践的环节， 还有相关的心理

团训， 包括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回

归社会生涯规划等主题。”

不同于个别心理咨询侧重舒缓情

绪， 在心理团训中， 心理咨询师更注

重帮助即将重回社会的服刑人员“看

到” 未来生活的各种可能。 田川的视

野在团训中得到了开阔， “我从前没

想过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 一直是得

过且过， 走一步看一步， 现在感觉自

己还是有希望的。”

心态的变化让田川的身体状态有

所好转。 而监狱也深知亲属的接纳对

刑释人员的重要， 尤其是田川， 家人

的温暖会是激发他重新开始的重要动

力。

于是， 监狱方多次联系田川所属

社区、 司法所， 终于了解到田川有个

表弟从小和他关系不错。 监狱方又和

田川的表弟多次沟通， 终于争取到表

弟的支持， 表示会协助田川回归社会，

不至于让田川人到中年独自漂泊。

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2020 年 10 月底， 田川刑满释放

了。 尽管依旧紧张、 忐忑， 但在民警

的鼓励下， 他还是做好了重新开始的

准备。 表弟、 社区的关心， 也让他感

觉到了自己并非无依无靠。

回归社会后， 田川陆续处理好了

离婚事宜与父母的后事。

“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田川本想

着继续在自己熟悉的金融服务领域找

一份工作， 他梳理了自己在服刑时学

到的知识， 还通过表弟收集了不少时

新的材料， 想要尽快跟上最新形势。

得知社区有线上专业金融知识课程后，

田川也积极主动报名参加， 不断给自

己充电。

在社区和亲戚的帮助下， 田川还

参加了多次面试。 然而， 刑释人员的

身份的确给他的求职造成不少影响，

他的应聘都以失败告终。

面对现实中的挫败， 换做以前的

田川， 可能又要自暴自弃了， 但或许

是服刑中民警的教育引导对田川产生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或许是家人、 社

区不离不弃的关心让田川觉得不能辜

负， 这一次， 田川没有陷入颓废的情

绪中， 他审时度势后， 决定换个“赛

道”。

田川和表弟商量后， 两人决定合

伙加盟一家奶茶店。 在筹备开奶茶店

期间， 田川还收到了社区介绍的外卖

送货员工作机会， 在权衡时间与精力

的利弊之后， 田川接下了这份工作。

2021 年初秋， 奶茶铺开张了。 田

川的生活一下子充实起来。 由于是新

店铺， 同类型的店又多， 起初的生意

不是很好， 但田川积极开动脑筋， 通

过网络宣传、 亲自送外卖， 提升口碑。

奶茶店的生意一点点红火起来， 田川

送外卖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田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监狱民

警， 还写了一封感谢信： “感谢监狱、

社区， 在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改造生活

的时候， 及时教育和引导， 在我最困

难最痛苦的时候帮助我。 感谢亲人给

我包容和爱，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没有

放弃我。 我会继续学习， 多做有益的

事情。 如果有机会， 我想把自己的经

历讲给其他服刑人员听……”

□ 记者 徐荔

这几年， 大街小巷的饮品店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每一杯不同滋味的饮品就像人生的不同阶段。

对田川 （化名） 来说， 如果几年前他在铁窗里的生

活是“全冰、 无糖”， 那么， 现在他的日子就是

“温热、 微甜”。

田川经营着一家奶茶店， 这家乍看和其他店没

什么大区别的铺子， 却承载着他重新开始的希望，

是他从“心” 出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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