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脸谱 2018年7月1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清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不想当设计师的
运动员不是好的监狱
民警，这大概是“85

后”龙斐芸最真实的写照。穿上警服，龙斐芸
是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一名青年干警；换
上休闲服，打一场垒球，她又显露出专业运动
员的素质；摸一摸布料，她又可以剪裁缝制出
衣服，有服装制版师的功底。

运动员，承载了龙斐芸所有的青春记
忆。监狱民警，是她目前最珍惜的身份；制版
师，则是监狱民警这份工作促进她不断学习
的附加值。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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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垒球手当狱警 自学服装手艺助未成年失足者走上新路

“用心用美带她们走出青春的低谷”

龙斐芸教未成年犯学习服装设计手艺。 受访者供图

“我所有的青春记忆都
贡献给了垒球，我对得起十
多年的付出。退役时我不想
再找和体育有关的工作了。”

大眼睛，圆润的脸，穿上民
警制服的龙斐芸英姿飒爽。聊
天的时候兴致高了，常常传来一
连串的笑声。

作为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
所一名二级主管民警，龙斐芸在
管区内要对罪犯进行日常管理，
作为警务组民警，又要对罪犯的
整体劳动习艺进行统筹管理，同
时也要完成值班、看押罪犯等基
本工作。

自2009年来到上海市未成
年犯管教所工作后，科室的同事
都叫她“小龙女”，管区的同事则
都“尊称”她一声“龙哥”。

谁能想到，“龙哥”在成为
警察之前，认真当了十多年的运
动员。在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的
奖牌榜上，就能查到她的名字
——她所在的上海女子垒球队
获得了全运会的银牌。

但运动员之路，一开始遭到
了母亲的反对。身为田径运动
员的母亲深知从事竞技体育的
辛苦，并不想让女儿再走这条
路。

然而，从小龙斐芸就展露出
异于常人体育天赋，小学时参加
区运动会，首次参加400米跑就
拿了第一名，比一些训练了几年
的孩子跑得都快。少体校教练
找到了她，当时龙斐芸也的确对
参加比赛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
每天下课后去少体校训练的日
子。

从校级到区级，龙斐芸频频
获奖，她就是以玩的心态感受着
体育的魅力。

初中时，龙斐芸进了上海市
体育运动学校，训练项目也从田
径变成了垒球，因为教练说，打
垒球不仅要有速度，还要脑子灵
活、反应快，是“聪明人”才能

“玩”的，母亲这才再次放手同意

了她的选择。
13岁的龙斐芸，自此开始了

半天学习、半天训练的体育生
涯，也从此告别了寒暑假——所
有寒暑假都被训练填满了。

备战全运会时，队里每个人
都给自己的训练“加餐”，长期奔
跑在太阳底下，姑娘们都像从油
桶里捞出来似的，肤色堪比非洲
人。由于日积月累高强度训练，
关键时刻，龙斐芸的左手大拇指
韧带断裂，住院、开刀、缝针。术
后三天，针还未拆，她人又回到
了训练场边，因为她觉得教练说
得对，就算不能练习，看着也能
找感觉。

术后一周拆了线，龙斐芸一
边做物理恢复，一边又投入了训
练，嘴里叫着苦，却从未想过放弃。

只是可惜，全运会上虽然进
入决赛却只拿到了银牌，“球类
运动，讲究技术+运气，决赛少了
点运气吧，还是挺遗憾的。”

训练、比赛、集体生活成为
了龙斐芸青春的关键词。直到
2009年正式考虑退役时，她只想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所有的
青春记忆都贡献给了垒球，我对
得起十多年的付出。退役了我
不想再找和体育有关的工作
了。”

“成人必先自成，既然要
管理犯人的劳动习艺，自己
也必须会服装制版这门手
艺。”“学无止境，需要用脑用
心学更多的知识来武装自
己，并运用到工作中去。”

龙斐芸从专业运动员一步
跨到了监狱民警的行列，却处处
都要适应。

犯人在哪里，民警就要在哪
里，上班有固定区域，值班只能
待在值班室，相比当运动员时随
时能跑跑跳跳，龙斐芸觉得少了
点自由。

在管区内要对罪犯进行日
常管理，要跟进犯人的劳动习
艺，还要在众多犯人面前进行讲

评，相比当运动员时，只要听令
于教练，然后花100%的精力去执
行的状态，龙斐芸心生怯意。

但运动员经历在她身上留
下了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她
开始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也开
始学习如何将工作做进一个人
的心里。

龙斐芸说，面对未成年犯，
民警不能“一言堂”，需要知道她
们想什么，用最恰当的方法将教
育落到实处，这需要学习更多知
识，掌握更专业的技法。

随着工作的深入，龙斐芸和
同事发现，在劳动改造的过程
中，总有几名未成年女犯对缝纫
手工展现出浓厚的兴趣。所谓

“云想衣裳花想容”，女孩子天性
爱美，如果能在封闭的改造环境
下为未成年女犯创造学习服装
设计的机会，或许可以成为一个
新的矫治平台。

就这样，“云想工作室”成立了。
如今，青年报记者走进这间

位于习艺区独栋小白楼的工作
室，墙上有一幅幅简约的设计图
稿，室内摆放着 4 台缝纫机，最

“吸睛”的就是门口模特穿着的
成衣“折翼的翅膀”，黑色抹胸礼
服款，肩上背着一对翅膀。这款
礼服，是犯人在龙斐芸的指导下
完成的，就算现今陷入黑暗，背
上翅膀，就能飞向光明。

龙斐芸之所以能指导犯人，
靠的是坚强的意志，靠的是不懈
的努力。“成人必先自成，既然要
管理犯人的劳动习艺，自己也必
须会服装制版这门手艺。”

几本厚厚的专业书籍，对龙
斐芸和同事来说不是难事，但是
要具备设计师水准的打版和立
体剪裁的动手能力，她们着实费
了一番功夫。

龙斐芸本来对针线活一窍
不通，为了拿下中级服装制版师
的资格证书，3个月里她和犯人
一起上课，在密切注意上课犯人
动向的同时，她还认真记下了所
有的笔记。临考之时，她更是每
天下班后都在工作室练习。

考期来临，龙斐芸却发起了

38℃高烧，她坚持一个人背着包
到青浦考点，一天笔试，一天封
闭8小时现场设计、打版、剪裁、
成衣，坚持2天，完成了考试并成
功取得了证书。

工作至今，龙斐芸考出了二
级心理咨询师，初级、中级服装
制版师，监狱教师资格证，还自
学了公共管理，她坚持每天练习
英语阅读，在朋友圈打卡，善于
学习的她觉得，“学无止境，需要
用脑用心学更多的知识来武装
自己，并运用到工作中去”。

“我不想让她们觉得青
春里的这段日子是黑暗的，
我想通过我们的用心带她们
发现美、认识美。能看到一
个人的改变，就算细微也很
快乐，这是这份工作能带来
的成就感。”

在“云想”，服装不仅仅是一
种外在的装饰，而是一种未成年
人管理文化的特殊载体，是一个
个未成年女犯梦想的起点。在
这里，技术矫治是帮助她们穿越
人性善恶的旅程，卸去厚重的假
面，回归纯真自我的过程。

因为有了工作室，不少女犯
对设计、制版有了兴趣，袁某就
是其中之一。这名未成年犯，原
本是地方一霸、他人口中的“大
姐大”，家境不错，实施盗窃行为
竟源于寻求刺激。任性的她，进
入未管所后，经常在语言上对抗
管教，曾在全所季度讲评大会上
被点名批评。

是龙斐芸在与她聊天过程
中发现她对绘画设计有兴趣，曾
有梦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
龙斐芸鼓励她参加“云想工作
室”，开始了服装设计之路。

袁某曾私下和其他服刑人
员说：“我想在未管所办一次时
装展，让所有人包括所长都对我
刮目相看。”

看似不切实际的想法，却被
龙斐芸和同事们注意到了。她

们一边鼓励她先完成“初级、中
级服装定制工”培训，一边开始
策划时装秀，作为创新性项目申
报所部。

袁某彻底变了，每天有了自
己的“事儿”要做，认真地参加培
训，静静地画着设计图纸，再也
没有“闹事儿”。

终于，一场名为《绽放青春·
续航人生》“真·你”时装发布会
举行了，时装秀分为叛逆、枷锁
和绽放三部分，每部分都有一两
套衣服出自袁某之手，当她看到
自己参与设计、制作的服装穿在

“同伴们”身上在T台上展示时，
内心无比激动。

在得知袁某刑释回归后开
了自己的潮牌服装店后，龙斐芸
也感到很欣慰，毕竟努力没有白
费。这几年，通过工作室考出初
级服装制版师的服刑人员有80
多人，她们不但拥有了一项技
能，也有了发现美的眼睛。“我不
想让她们觉得青春里的这段日
子是黑暗的，我想通过我们的用
心带她们发现美、认识美。能看
到一个人的改变，就算细微也很
快乐，这是这份工作能带来的成
就感。”龙斐芸说。

如今，因为犯人刑期短，更
迭频繁，没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服
装设计、制版，龙斐芸和同事们
正在探索，依托“云想”工作室，
开发“发现美”2.0版本。美的多
元化教育模式，从服装美、劳动
美、形态美、心灵美……美的教
育，唤醒人性之美、灵魂之美，矫
正恶习，重塑健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