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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
起来一副邻家小妹的样子，要
不是穿着警服，很难想象这个
95 后女孩居然是一名狱警，她
叫赵培培，是 2024 年度上海市
监狱系统最年轻的优秀主管警
官之一。

毕业于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赵培培，
并非法律专业科班出身，但她
的妈妈是一名法官，从小耳濡
目染，让她对于司法工作有了
几分向往。“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因为被这句话震撼到，赵
培培选择了报考公务员，凭借
优秀的表现以及大学期间入伍
三年的经历，赵培培顺利地来
到上海，踏上了她梦想中的司
法岗位。

原以为未成年犯管教所面
对的犯人没有那么穷凶极恶，但
真正接手后才发现，现实并没有
那么丰满。监舍里几张上下铺，
冰冷的铁栅栏诉说着犯罪的严
峻，“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关切
的同时，赵培培需要掌握监舍发
生的情况，以及未成年犯的心理
波动。这个监组曾经是“最复
杂、最难管”的监组。

面对“最难管”的监组，赵
培培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情绪
化”：小吵不断，摩擦不停是常
态，整个监组似乎都被笼罩在
紧张氛围中。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与交流，赵培培发现，监组
内大小矛盾的爆发点都指向了
同一名罪犯：琳琳（化名）。琳
琳性格固执、急躁，文化程度
低，在入监前还有过自伤自残
的行为，入监后经常因为一些
小事与他人发生矛盾。久而久
之，她在监组内人际关系愈发
紧张，进而影响了监组的整体
改造氛围。

赵培培了解到，琳琳身世可
怜，父亲长期在外务工，作为留
守儿童，她从小缺爱，父母离异
后，就被寄养在叔叔家，后因交
友不当，她背负了网贷，最终走
上犯罪道路，小小年纪就成为一
名“诈骗犯”。

“我发现琳琳入狱后没有会
见与电话的记录，只跟叔叔有信
件往来。”在重新查看琳琳往来
信件的过程中，赵培培发现琳琳
几次提出希望叔叔帮助缴纳剩
余的罚金，但沟通很不愉快，家
人不愿帮其缴纳罚金。她也因
此情绪沮丧，把气撒在其他人身
上。

于是，赵培培对症下药，设
计了第一把钥匙：希望储蓄罐。
她根据琳琳的过往改造情况，指
导她制作了一本“罚金缴纳规划
册”，详细规划每个月的开支，并

与长短期目标结合，有规划性地
缴纳罚金。

接下来，赵培培尝试与琳琳
的叔叔沟通。在第八通电话后，
电话终于被接通，经过一番沟通
后才知道，琳琳家人因为文化程
度受限和对缴纳罚金的有限认
识，误认为催缴罚金是一种“诈
骗”的行为，且琳琳遇人不淑犯
罪入狱，让家人蒙羞，所以也不
愿与她联系。

面对固执且带着偏见的家
属，赵培培耐心为其进行政策
解读，告诉他们琳琳对家人的
感情与期盼，以及入狱后的愧
疚和认知。功夫不负有心人，
赵培培的真诚和坚持感动了琳
琳家人，最终，琳琳的父亲主动
缴纳罚金。

就这样，赵培培用第二把钥
匙——亲情耦合器，打开了琳琳
的心结。

监管时，赵培培还敏锐地察
觉到未成年犯情绪管理的共性
问题——情绪的过载和失控。
由此，她启用了第三把钥匙：矛
盾熔断术。

在监组讲评中，她既指出琳
琳的问题，又公正处理监组矛
盾，同时鼓励监组罪犯在产生激
烈情绪后记录下内心的感受，在
每周十分钟情绪复盘会上进行
分享，让罪犯在互助中学会管理
情绪，并为琳琳申请了心理健康
咨询。

就这样，监组内各类矛盾逐
一化解，昔日“最复杂、最难管”
的监组终于在监区“销号”。

“让罪犯建立起对民警的
信任，沟通就会很顺畅，在改
造和教育她们的过程中，我也
会得到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
能真正帮助到她们。”赵培培
告诉记者，“我面对的不光是
罪犯个体，还有她们背后的家
庭。”

助迷途少年按下人生“重启键”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青年民警们在行动

漆黑的大门缓缓打开，虽然没有标注单位名称的门牌，但是那份沉重和肃穆却依然告诉来往
路人：这是一个特殊的场所。走进位于松江的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全所35周岁以下民警占
比46%，这个年轻的团队如何让误入歧途的少年“重启”人生，走上正途？青年报记者走进这里，
面对面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因为无知、不懂法又正处于
好奇心旺盛、心智又尚未健全的
时期，一些高中生也会误入人生
歧途。这些年来，在青年民警们
的帮助下，也有未成年犯通过高
考“重启”了人生。

小刚（化名）从小父母离异，
他跟着父亲长大，父亲是个包工
头，家境较为殷实。他学习努力
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重
点高中。脱离了初三繁重升学
压力的他开始沉迷于网络世
界。高一暑假，一名网友让小刚
帮忙在网上发帖招募杀手，事成
之后给予5万元报酬。出于好奇
和寻求刺激的心理，他答应了，
在一个群里发布帖子，却不承想
真有人揭帖。他觉得对方应该
只是开玩笑，于是抱着好玩的心
态把网友的联系方式给了他。
没想到不久后，对方真的把人给
杀了……小刚其实没拿到一分

钱，也没把这件事当真，却因此
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起杀人案
中，最终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进入上海市未
成年犯管教所服刑。

服刑之初，小刚沉浸在自责
与悔恨当中，他觉得自己的大学
梦已经葬送了，而父亲也因为他
的案子荒废了生意，几乎倾家荡
产。他开始自暴自弃，经常和他
人发生冲突……

面对小刚的不良改造表现，
主管民警王海琨给予了严厉批
评，一边从“思悔”“亲情”“责任”

“感恩”等角度进行教导与劝化，
一边对他进行综合性测量与评
估，并鼓励他继续求学之路。几
次谈话后，原本迷茫的少年内心
深处的大学梦再度被点燃。

王警官将小刚的情况上报
后，在所部的协调下，由青年民
警组成的爱心助学小组成立
了。在小组民警的帮助下，小刚
很快集齐全套高中教材和复习
资料，开始了狱内自学时光。

由于高中读了一年就入
狱，高中课程对他而言就像天
书一样。这时，管区内不同大
学专业背景的民警们纷纷对他
进行辅导，从语数外到物化生，
细 致 地 帮 他 梳 理 、讲 解 知 识
点。于是，小刚开始日复一日
地刻苦学习，他的良好改造表
现也受到了检察院的肯定，最
终被裁定假释。

就这样，小刚重新回到校
园，开始了紧张的备考。然而，
跟周围同学相比，他在精神、脑
力和知识储备上都很落后。那
段时间，民警一直与他保持联
系，不断为他打气。

渐渐地，他的学习成绩开始
提升，一直冲进了班级的前 20
名。一年后，他以超出一本投档
线61分的优异成绩考上重点高
校的重点专业，由一名曾经让人
惋惜的“失足少年”，变成了令人
艳羡的“天之骄子”，实现了人生
逆转！

考上大学后，小刚向王警官
分享了两件高中时的小事：“一
次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班上排
第20名。按照学校的相关政策，
可以享受到 1500 元的奖学金。
但是我考虑到排名第21的同学
家里很贫困，比我更需要这笔奖
学金，我主动找到校领导请求把
奖学金颁发给那位同学”“高三
寒假里，有一天最低气温达零下
6摄氏度，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
老人躺着乞讨，身上穿得很单
薄，便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给
那位老人，自己跑着回家了……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男子汉，应该
这样做”。

“未成年犯所呈现出的普遍
性特点是文化低、认知低，盲动
性大，但可塑性强。作为奋战在
未成年犯改造一线的监狱民警，
需要饱含耐心，抽丝剥茧，循循
善诱。”青年民警提醒：未成年人
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期，本应
受到健康、良好的引导，而“网
聊”背景下的未成年人很可能误
入歧途。

这警示未成年人要知法、学
法、守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坚决不能触碰法律的底
线。同时，父母作为人生的第一
导师，要给予子女充分的关爱与
陪伴，防止他们因内心空虚沉迷
网络，从而引发悲剧。

三把“钥匙”
让最难管监组“销号”

爱心助学小组
青年民警助他高考“重生”

赵培培是2024年度上海市监狱系统最年轻的优秀主管警官之一。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主管民警王海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