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警的话>>>

颤抖的指甲钳

在监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场

所里， 任何细节都有可能影响犯人

的矫正， 即便是一个手握指甲钳的

小动作也绝非无关紧要， 这一点在

小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身患

肝炎的小廖被送押办理住院事宜

时， 监狱总医院民警被告知尽管小

廖平日里深受肝炎之苦， 但在收押

时的各方面日常改造都很正常。 原

本看似平常的交接手续， 却在做入

院必要的清洁工作时， 出现了一个

小小的插曲。

“你的手怎么回事？” 民警敏

锐地发现， 小廖那握着指甲钳的右

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 而且颤抖的

幅度远远超过正常生理反应。 “我

看你手抖得厉害， 如果你需要帮忙

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 民警对小

廖说。

“没……没什么……” 或许是

全新的环境多少让小廖有一些局

促， 抑或许作为犯人的他始终对民

警抱有一定的戒心， 那时的他并不

愿意与民警做过多的交流， 恍惚的

眼神中似乎隐藏了不少秘密， “就

是剪个手指甲而已， 我自己可以

的。”

见小廖坚持， 民警便也再未多

言。 只不过， 这初次对话却始终萦

绕在民警心头。 于是， 民警又调来

小廖的病例记录仔细翻看， 并与先

前的送押单位民警做了几番沟通，

这才了解到， 小廖在入狱之前曾因

酗酒导致酒精成瘾， 同时还伴有癫

痫发病史。 掌握这一情况后， 监区

民警立即与小廖的主治医务民警沟

通、 商讨， 并决定对小廖进行更换

护栏床、 防跌倒等相关重点看护。

同时， 针对小廖可能随时病发的癫

痫， 也做好了各种治疗及应急预

案。

巧的是， 四天后， 小廖果然癫

痫病发。 由于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

备， 小廖的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 眼见民警对自己的关心并

非出于例行公事， 小廖也放下了先

前的戒备之心， “前几天是我没有

完全主动坦白自己的过去， 给你们

添麻烦了。”

“在这里， 你既是犯人， 也是

病人， 在改造的同时保障你的生命

健康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真的非常感谢， 我曾经以为

不会再有人管我了， 想不到……”

“这个世界上， 只要你不自

弃， 总有人会管你。 未来的路还

长， 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改造， 出

狱之后重新做人。”

“我会记住的……”

遗产“风波”

对于正在服刑的犯人而言， 可

能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封家书更能让

自己欣慰了。 但是对于小汪来说， 今

年 2 月收到的一封家书却无异于给了

他“重重的一击”。

事情还要从小汪的主管民警收到

信件的那天说起。

那天， 民警按照规定对服刑人员

的信件进行安全检查时了解到， 小汪

的母亲已经于近期离世。 民警回想起

之前小汪的服刑表现以及平时与他的

沟通情况， 小汪身患艾滋病需要长期

住院治疗， 但他平时比较好动。 然

而， 每次与小汪谈起母亲时， 他就像

是变了个人一般， 语气柔软， 充满憧

憬。

原来， 因为过往的生活经历， 小

汪对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 被判刑后

他天天盼望着可以早日服刑完毕与母

亲相聚。 可以说， 母亲就是他在狱中

服刑时最大的精神寄托。

母亲的离世对小汪来说一定是个

沉重打击。 收到信后， 小汪突然瘫软

在板凳上， 神情恍惚， 半天没缓过神

来， 此后的几天里也如民警预料的那

样， 平日里那个好动的小汪不见了踪

影， 整个人意志消沉， 时常整天一言

不发。

针对这一情况， 主管民警主动对

小汪进行多次开导， 帮助小汪逐渐走

出悲伤情绪。

而一个月后， 小汪又收到了一封

家信， 信中写到关于小汪母亲遗产继

承的问题， 因涉及房屋以及小汪母亲

与他人共同经营的公司等具体财产的

划分， 小汪又开始变得焦虑起来， 整

日坐立不安。

对此， 监区为小汪提供了法律援

助， 多名院内民警兼职公职律师针对

小汪面临的继承问题展开分析。 小汪

虽是犯人， 但他的正常权益仍然应该

得到保障， 公职律师分析小汪可继承

的遗产份额后， 建议他委托亲戚办理

相关事项。

在把完整流程的各步骤解释完

后， 小汪也长舒一口气， 心里总算不

再那么没底了。

对抗治疗的“双人博弈”

作为一名监狱民警， 严格的管理

永远只是工作的“上半篇”， 要会

“倾听” 服刑人员的心声， 才能使管

教工作事半功倍。

丙肝病犯小松与小齐的“软对

抗” 就极具典型性： 前者利用漫长刑

期消极接受治疗， 而后者则借余刑较

短经常要挟民警称要投诉。 住院期

间， 小松经常抱怨管理严格、 伙食不

合口味。 同监区的小齐见状立即效

仿， 也与小松相互影响， 不配合治

疗， 导致病情反复。

对此， 监区民警一方面依据住院

病犯行为规范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另

一方面， 监区也采取了相应的“柔性

策略” 予以辅助， 即引入医院肝病专

家开展“管、 医、 患三方会谈”。

同时， 民警还对小松与小齐进行

心理干预， 通过沙盘治疗暴露他们

“病耻感—抗拒治疗” 的心理链条。

通过多角度分析， 多次对小松与小齐

进行教育开导， 从内心端正思想， 并

通过结合监狱规定教育， 转变了他们

的投机思想。

监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总是

与改造、 严格、 冰冷之类的词语联系

在一起， 并以此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要

触碰法律的红线。 然而， 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 或许正是对于那些失足的犯

人， 才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与关心：

不仅从法理上对他们进行教育矫治，

更要从情理上感化他们， 帮助他们从

犯罪的深渊中逐渐找回自己。 而监狱

总医院作为法定的行罚执行机构， 既

是改造犯人的监狱， 同时也是治病救

人的医疗机构。

惩罚是一种医治罪犯的方式， 但

其治愈的不应单单是犯人之身， 同时

更应当治愈犯人之心， 治愈犯罪所带

来的负面效果。

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其 《规训与

惩罚》 中所指出的那样， 判决针对的

是犯罪行为， 但是判决同时也针对人

的情欲、 本能、 变态、 疾病、 失控、

环境或遗传的后果， 从而使犯人有朝

一日能够重新回归社会， 开启新的人

生。

（文中服刑人员均为化名）

□ 通讯员 姚涛 记者 徐荔

监狱医疗是刑罚执行与基本人权保障的交汇。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规定， 监狱医疗

机构必须为在押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这是

国家履行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具体体现。

上海市监狱总医院承担着为政法系统羁押人

员提供医疗保障的任务， 目前已形成集关押、 教

育、 治疗、 康复为一体的监管医疗管理模式， 并

在上海监狱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中积极推进监管

医疗高质量建设。 医院对病犯不仅从生理上给予

救治， 更从心理上给予安慰及指导， 让犯人在改

造的过程中感受到执法的温度， 有效发挥“救死

扶伤” 和“改造育人” 的双重职能。

今天， 就通过三个故事来看“救治与矫治”

如何双轨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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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救死扶伤” 和“改造育人” 的

双重职能 监狱总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