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墙之内，铁网之下，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每天都面对曾经触犯过法律
的在押人员，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去感化他们。2011年12月29日，记者
来到河口区看守所，目睹了监管民警的高墙生活……“我们跟奋斗在第一线的公安民
警不一样，固定的空间，四面的高墙，看守所工作更像是一个无声的战场。”河口看守
所副所长李明说，随着春节临近，看守所民警们身上的责任与压力更大了。

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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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是一个无声的战场，很
多对案件侦破有用的信息都是在
这里取得。民警与在押人员进行
谈话、教育之后，有的犯罪嫌疑
人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便会主动交代一些跟案件相关
的信息，再配合技术手段，看守
所民警将得到的有价值的线索
第一时间反馈到办案民警那里，
对侦办案件会起到很大帮助。

“这份工作没有责任心跟耐心是

不行的。”李明说，个别不服从管
教的在押人员会耍些“小聪明”，
千方百计往外界传递小纸条、偷
偷将牙刷等工具磨成尖形状等
等，如果民警在工作时不够细致，
就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

记者了解到，看守所民警还会
经常给在押人员的家属打电话或
者去他们家里进行走访，将双方的
近况互相反馈一下，在看押人员与
他们家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春节快到了，更需要用这种方
式来给他们一个沟通，他们也需要
亲情带来的温暖，我们要保障他们
没有被法律剥夺的权利。”李明说。

从看守所出来，心中久久不能
释然，正是这些整日与形形色色在
押人员打交道的看守所民警，用自
己的真情真心教育感化每一名在
押人员，使他们迷途知返、走向新
生，也为社会安定在幕后做出了一
份份努力。

筑造在押人员与亲人间的桥梁

不仅如此，民警还要对在押人
员进行心理思想上的劝导改造。看
守所民警对新收押人员都会进行
为期7天的过渡教育，每天的谈话
内容也不一样，以保证他们思想稳
定，最多的时候民警一天要与20名
在押人员进行谈话。“从思想上改
变他们，让他们走向正轨才是最有
意义的。”高英杰说。

2010年3月18日，李某因涉嫌
诈骗被公安机关拘留至河口看守
所，已是“二进宫”的李某为了逃
避公安机关追究责任，骗取保外
就医，在收押期间竟然将一支牙
刷吞进肚子里，看守所民警发现
李某情况异常后，立即采取了紧

急预案，对其进行医治，从医院
回到看守所后，民警每天都会按
时将药给李某送过去，关注他的
身体动态，6天后，牙刷从李某体
内排出，身体也基本恢复了正
常。身体健康是一方面，思想上
劝服他更为重要，起初李某并不
服从管教，民警与李某展开了心
理上的对话，民警像知心朋友一
样和他反复交流谈话，一个月左
右之后，李某开始反省并对自己
当初的行为后悔不已。回归社会
后，李某专门制作了锦旗给看守
所送去，感谢那些拯救了自己心灵
的民警。

像李某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2006年东营市发生一起破坏易燃
易爆设备的案件，造成的损失价值
达1000万元。2011年11月，犯罪嫌疑
人之一蔡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被
收押至河口看守所。在看守所蔡某
觉得同伙里为首之人已被抓并被
判处死刑，死无对证，便拒绝认罪，
并采取绝食等极端措施企图给办
案人员施加压力。

在民警耐心的说服教育下，蔡
某由对抗转为合作，并主动交代了
案件的一些相关信息。“在看守所
工作时间长了，都能当心理咨询师
了，所里也会经常要求民警进行心
理方面的相关学习。”副所长李明
笑着说。

一天最多要与20名在押人员谈话

上午9时许，在看守民警的陪
同下，记者佩戴专门证件并进行详
细登记后进入监区。四周的高墙电
网，立刻就让人感到因为封闭带来
的压抑。指纹识别的铁门，不准携
带手机等随身物品，从进到监区的
那一刻开始，所有的行为活动都已
经在24小时运作的视频监控范围
之中，让人感觉置身于一个与世隔

绝又几乎透明的空间里。
在这里，记者了解到，在押

人员会一批批的更换，而民警们
则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着，长时
间超负荷工作是常有的事情，尤
其赶上过年过节，在押人员思家
心切，思想上可能会出现不稳定
的情况。河口看守所月均羁押量
为 1 7 0人，配备民警 2 0名，“看守

所的工作很细很琐碎，巡视、监
控、劝导教育、检查、记录……每
天的工作都是重复着同样的流
程，但是每个流程又必不可少。”
民警高英杰说，就像织梭一样，
单单是在监室外巡视，每天就要
来来回回六七十次，监室外那条
150米的通道成了他走的最频繁
最长的一段路。

记录、检查，工作繁杂就像织梭

高高高墙墙墙下下下，，，他他他们们们指指指引引引光光光明明明
记者走进河口看守所探访监管民警的工作和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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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室内的凳子一律为长凳，以防短凳子被在押人员用作凶器。

从在押人员身上搜出来的小纸条。

在押人员在监室内制作简易的工艺品。

副所长李明在监控室内查看监控。

民警与一名在押人员进行交谈。

民警高英杰给在押人员送去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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