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到的不是升迁而是

逮捕令

老先生老太太眼里那个“优

秀” 的儿子， 就是五角场监狱服刑

人员高盛（化名）。

“70 后” 的高盛曾经过得一

帆风顺， 有着别人羡慕的一切。

高盛从小家境优渥， 父母在知名

国企工作， 为他提供了良好的生

活、 成长条件。 高盛的父母在培

养孩子这件事上也没少花气力。

为了让高盛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们也是“孟母三迁”。 高盛也没

让父母失望， 在知名小学、 重点

中学的“加持” 下， 他一直是

“学霸” “别人家的孩子”， 也顺

利从知名大学毕业， 有了一份不

错的工作。

参加工作后， 高盛凭借出众

的能力在单位逐渐崭露头角， 一步

一个脚印， 不到 40 岁就走上了领

导岗位。

那时的高盛可谓是志得意满，

不仅自己工作顺风顺水， 妻子也在

知名医院工作， 女儿则是市重点小

学的优秀学生， 家里老人身体健

康， 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人。

然而， 虽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

者， 高盛仍不满足。 随着职务不

断升迁， 他的权力欲望和奢靡需

求也在不断增长。 为了让自己更

加“进步”， 高盛向上不断“经

营” 自己的升迁之路， 向下索要

收受“活动经费” ……服刑后的

高盛曾告诉民警， “我当时四十

出头了， 如果再不升上去， 可能

就没机会了。” 于是， 从 2016 年

开始， 高盛不断“运作”， 为的就

是“冲一冲”。

突破底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

小心翼翼的试探， 而后便是温水煮

青蛙一般的麻木。 收点小钱， 帮点

小忙， 最后却闯下大祸。

可是， 几经折腾， 高盛心心念

念的提拔晋升没有来到， 他却等来

了检察院的一纸逮捕令。 2019 年，

高盛因受贿罪、 行贿罪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5 年。 那一年， 高盛正满

45 岁。

梦碎家破的他心态崩

塌了

高盛那曾经期待“更进一步”

的梦碎了， 那曾经令人羡慕的家也

没了……案发后， 高盛的妻子选择

了离婚。 而在案件审理期间， 高盛

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 双腿残疾，

后半生只能靠轮椅出行。

从光鲜亮丽的领导到锒铛入狱

的罪犯， 高盛本就无法适应身份、

环境的变化， 再经历连番打击， 入

狱后的高盛心态几近崩溃， 与同监

舍服刑人员的关系高度紧张。 此

时， 监区综合治理专职民警注意到

了他的情况， 主动联系到了监狱

“东冬” 心理咨询工作室， 对高盛

开展心理咨询。

通过心理测试和访谈， 民警初

步判断高盛有抑郁倾向， 需要定期

接受心理辅导。 掌握到这一情况

后， 监区立即将高盛加入了“爱启

新航” 帮教计划， 并推荐他参加心

理团训项目。

通过每月的疏导帮助和心理调

适， 高盛逐渐适应了环境， 与其他

服刑人员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

善。 可是一切并未就此顺利， 随着

监狱功能结构调整， 高盛被调换了

监区。 面对全新的环境， 高盛再次

出现了不适应的表现， 服刑状态消

极， 与监舍其他服刑人员经常发生

小矛盾， 冷漠的态度和言语常引得

其他服刑人员不满。

高盛的主管民警察觉到了异

常， 在与他的前任主管民警“会

诊” 后， 全面掌握了高盛的情况。

原本民警准备“照方抓药”， 通过

社会帮教和心理咨询缓解他的问

题。 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 社会

帮教力量无法进入监狱开展活动。

“心理咨询是可以起到一定缓

解作用， 但还是要找到他的问题症

结。” 民警通过多次个别谈话教育

发现， 高盛之所以如此容易“反

复”， 是因为始终对自己的身份认

识不够， 对自己的犯罪没有清醒的

认知。

面对现实撕下“优秀”

的标签

在起初的个别谈话中， 高盛虽

然承认自己有问题， 但认罪悔罪态

度是含糊不清的， “200 多万不算

什么” “是有人故意要害我” 高盛

不肯放下曾经那个被别人羡慕的自

己， 不愿清醒认识自己所犯的罪

责， 还总是强调客观环境原因为自

己找理由。

面对如此情况， 主管民警认真

研究高盛的思想情况和人生历程，

力求寻找教育转化的突破口。 一个

曾经家庭美满、 仕途得意的人， 如

今“沦落 ” 至此 ， 什么会是他的

“软肋” 呢？ 民警在谈话和日常工作

中有意引导和留心， 果然找到了突

破口， 高盛似乎特别顾念亲情， 尤

其是母亲出意外后， 他的愧疚溢于言

表。

而民警也记得， 高盛的父母非常

关心儿子。 在一次会见日时， 高盛的

父母在等候期间与民警交流， 说着说

着便情绪激动起来， “儿子很好的”

“是我们一直要他当领导才会这样”。

考虑到或许可以发挥亲情帮教的作

用， 民警主动联系了高盛的父母， 向

他们了解高盛的情况， 也将高盛的服

刑表现告诉老人， 希望他们可以一起

引导高盛。

在交流中， 高盛的父母将高盛的

犯罪根源都归咎到他们自己身上。 他

们说自己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 做

到了单位的中层干部， 但没能再“往

上走”， 希望儿子能弥补他们的遗憾。

所以， 他们从小就给高盛灌输“要当

大领导” 的价值追求。 却不料， 这般

沉重的期望、 偏颇的价值取向埋下了

危险的种子， 逐渐让高盛的人生轨道

偏航。 高盛虽然工作业绩上的确比其

他人优秀， 但他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

错了， 以“当大领导” 为目标的他，

价值观逐步扭曲，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

道路。

民警与高盛父母深入交流并就教

育引导高盛达成共识， 每个月高盛的

父母都会在信件和会见交流中， 给高

盛进行“心灵按摩”， 引导他面对现

实， 放下执念。 同时， 民警也在狱内

对高盛进行正向引导， 通过推荐《平

凡的世界》 等正能量书籍， 引导他重

塑正确价值观。

高盛本就有着较高的学习和领悟

能力， 不过是不愿放下、 不肯面对。

而看到年迈父母的苦口婆心， 那么大

年纪还拖着病体在为他操心， 他终是

忍不住开始反省过往那个执着于名利

的自己。

欲望就像是个无底洞， 会让人看

不见已经拥有的幸福， 执着于那些没

得到的， 甚至无视原则和底线， 有一

天回头去看， 才发现没了原则的人，

也会弄丢那些曾经拥有的， 变得一无

所有。 高盛知道， 自己应该要面对现

实了， 当下的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

取， 不是父母的错， 更没有人陷害。

他开始慢慢撕下自己所谓的“优秀”

标签， 逐渐接受自己的罪犯身份了。

重新对自己有所认识的高盛， 不

仅在认罪悔罪态度上有明显转变， 与

其他服刑人员的关系也明显改善， 还

积极发挥个人特长帮助他人。 告别

“优秀”， 他终于迈向“新生”。

高盛的改变获得了监区的认可，

在 2024 年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

同年， 高盛刑满释放， 得以与牵肠挂

肚的父母团聚……

听完高盛的故事， 一时有些感

慨， 感慨高盛因为无法适应身份改变

而屡屡反复时民警的想方设法“对症

下药”， 感慨高盛年迈的父母将他的

一切罪错归因到自己身上， 感慨对服

刑人员的教育矫治需要联合包括社会

帮教、 亲情帮教等多方的力量才更有

效， 感慨最终还是亲情的力量战胜名

利执念让高盛发生正向的转变……而

在这一切感慨中， 最有感触的还是高

盛父母对高盛的教育。

高盛的父母无疑是爱他的， 他们

可以说是将最好的都给了高盛， 为了

他有好的学习环境而操碎了心。 高盛

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学习的确很

好， 一度成为父母的骄傲。 可是父母

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关注学习， 树立

正确的三观更为重要。 为了什么而学

习？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会影响孩子

未来的走向。

高盛走上歧路当然还是因为他自

己的错误选择， 父母不过是因为爱才

自责。 高盛还不算一无所有， 他毕竟

还有父母的牵挂， 自己也算悔悟及

时， 没有真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孝而亲不在” 的那一刻才后悔莫

及。 可或许， 另一个“高盛” 就不会

那么幸运了。

□ 记者 徐荔

新学期已至， 不少父母又要开始“鸡娃” 了。

父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的心态当然可以理

解， 然而， 教育是多方面的， 如若方向错误， 可

能就会埋下危险的种子。

前几年， 每到亲情会见日， 在上海市五角场

监狱的服刑人员会见大厅， 总能看见两位年迈老

者， 老先生推着坐轮椅的老伴， 静静地等待在大

厅一角。 这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妇在等待的， 是那

个曾经非常优秀， 让他们无比骄傲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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