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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姬生辉 通讯员 王德成

一条“三省路”上走出新人生

11月5日，位于金乡县东北部的济宁
监狱金桥分监狱肃穆而威严。记者在监
狱民警的引领下，通过多重铁门和守卫
走进狱内生活区，迎面看到一座近5米高
的孔子像竖立在监狱教学楼前。“知善非
难，行善为难”、“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道路两侧路灯杆上悬挂的儒学
警句发人深思。如果不是身穿改造服的
服刑人员行走其间，这里更像是一座校
园。

“以‘学儒育新’为抓手，注入更多优
秀传统文化气息，以文载道，启善致远，
我们力求将监狱办成蕴含道德化育的校
园，让服刑人员在这里重获新生。”济宁
监狱金桥分监狱副分监狱长谢显伦说，

教学楼前的路名为“三省路”，是服刑人
员入监时的必经之路，服刑期满也将途
经这条路迈向社会，“《论语》中‘吾日三
省吾身’这句话，我们希望服刑人员都能
够牢记，知耻、向善、明志、立身，时刻省
悟自己。”

走进十一监区，名为“和谐苑”的文
化长廊很是引人注目，区歌、“两相和”壁
画、廊顶的近百幅书画作品，文化氛围浓
郁。“文化长廊的创意、建设全部是服刑
人员在民警的指导下策划、制作，区歌、
书画作品也是完全出自他们之手。”十一
监区负责人李建春告诉记者，目前监区
内不仅有书法、绘画学习班，相继成立的
民乐队和西洋乐队。“十一监区以‘和’为

文化主题，根据服刑人员年龄偏大者居
多的特点，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改造中有
意识地融入和而不同、和合唯美、和谐相
处的理念，旨在让他们以和知美、远离丑
恶。”李建春说。

以“礼”为文化主题的六监区、以
“智”为文化主题的七监区、以“信”为
文化主题的八监区……记者了解到，
每一个监区都从儒家思想中精选出
一个道德高点为文化主题，并以此延
伸形成了多种形态的文化建设内容。

“ 我 们 把 每 个 监 区 建 成 一 座 文 化 大
院 ，希 望 服 刑 人 员 们 在 这 里 感 悟 感
知，明耻改过，图新自强。”济宁监狱
金桥分监狱政委韩方慧说。

脾气暴躁父亲写出俊美书法

“ 5 年来，‘学儒育新’在潜移默
化中促进着服刑人员的思想变化，这
让我们倍感欣慰。”济宁监狱副监狱
长杜芳金说，在以前，服刑人员劳动
改造之余无所事事，无事生非、打架
斗殴、违规违纪情况时而发生，改造
效果不佳。

2 0 1 0 年，服刑人员李某因琐事
与邻居发生口角，持刀报复却误杀了
前来制止他的妻子。入狱后，李犯的
子女强烈表示与其断绝关系。“入狱
前几个月，李某情绪非常低落，流露
出了自杀的意愿。”教育科副科长魏
昌国多次与其谈心沟通，并安排只有
小学文化的他加入书法培训班。练习

书法的过程中，李某不仅将烦躁的心
绪慢慢沉静下来，书法技巧也取得了
很大进步。

半年后，李某把写好的书法作品
寄给了子女。儿子和女儿根本无法相
信原本脾气暴躁、几近文盲的父亲竟
然能写出如此俊美的文字，字里行间
看不到丝毫暴戾。在监狱民警的规劝
邀请下，两人决定一同到监狱探望。

“交流中，孩子感觉父亲完全变了一
个人，一家人抱头痛哭之后，李某也
得到了孩子的谅解。”

“通过学习儒学文化经典，不仅静了
心，更修了身，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自
己。”因贪污罪入狱的肖某说，改造之余，

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监区阅览
室内。入狱两年，他手抄了《论语》、《大
学》、《中庸》等多部传统名著。“以前在社
会上心态浮躁、利欲熏心，利用国家赋予
的职权犯下了错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
和思考，我认识到从前的自己太狭隘、太
自私。”

“大家相处起来更融洽了，有些人原
本说话火药味十足，现在‘谢谢’、‘不好
意思’等文明用语已经成为了交流中的
习惯。”服刑人员廉某说。

“行为靠养成，规范靠自律，传
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知耻明礼，
已深入服刑人员内心。”监管改造处
处长邱金峰说。

“在改造服刑人员的过程中，我
们坚持“以文化人”，发挥文化引导
和 感 化 功 能 ，让 他 们 在 潜 移 默 化 中
磨炼心性，思过悔过，触及他们的思
想 灵 魂 。”济 宁 监 狱 监 狱 长 谭 仕 侃
说，2 0 1 0年以来，济宁监狱依托孔孟
之 乡 的 地 域 文 化 优 势 ，联 合 孔 子 研
究 院 ，借 用 儒 家 文 化 教 育 改 造 服 刑
人员，把‘学儒育新’作为文化育人
工 程 的 载 体 和 平 台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改造社会化、教育联合化、矫正系统
化的‘学儒育新’教育改造新模式，
取得了显著成效。

济宁监狱党委书记鲍业军告诉
记 者 ，犯 罪 固 然 同 服 刑 人 员 的 法 律
观 念 淡 薄 有 关 ，更 重 要 的 是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的 缺 失 ，致 使 他 们 自 律 能 力
差、道德水平低下、言语行为失范，
进 而 是 非 不 明 、美 丑 不 分 、善 恶 不
辨、金钱至上。引入儒家文化经典，
让服刑人员在劳动改造之余补上道
德课，矫正他们的行为失范。“只要
学 会 做 一 个 有 德 之 人 ，步 入 社 会 后
自然就不会再轻易犯罪。”

2010年以来，济宁监狱通过开展
“学儒育新”活动并提出五年规划，高
度 重 视 道 德 教 化 ，纠 正 不 良 道 德 人
格，以法制规范行为，以美德涤荡心
灵，以文化熏陶情操，构建完善了“劝
学增智，育德养性，明耻改过，导行自
律”的教育改造模式，为改造服刑人
员提供了成功范例，“学儒育新”作为
文化创新项目在2 0 1 3年被评为山东
省政府文化创新奖。

用儒家思想

感化服刑人员

每个监区以儒家思想中的道德高点命名。

济宁监狱金桥分监狱内，儒学氛围十分
浓郁。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服刑人员制作的三字经文化墙。 由服刑人员自己设计装饰的文化长廊。
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高高墙墙内内的的儒儒学学感感化化尝尝试试

5年很短，1800多个昼夜
像溪流般静谧流过；5年很长，
可以让一个人破茧成蝶，重
获新生。

5年前的初冬，“学儒育
新”的工作理念，开始在济宁
监狱中生根发芽，并逐渐开
花结果。极具“孔孟之乡”特
色的教育改造理念，让众多
服刑人员从危害社会的害群
之马，变成了“立有德、行有
规、归有能”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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