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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腊月，清冷的空气
伴着稀薄的雾霾将人们笼罩
起来。23日上午8点，在清空
身上的一切通讯设施，穿过
一道道不同样式的铁栏钢网
一般的门禁后，记者跟随山山
东东省省运河监狱相关负责人走
进运河监狱，造访了高墙里
已经21岁的“监狱大学”。

教学楼立在中间，宿舍
楼分设两翼，安静的环境透
着校园般的平和氛围。在教
学楼的门前，挂着与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知名
高校合作办学的牌子，和校
牌一起留在这里的是，来自
高校、社会上的名师大家传
播的德育教育。

运河监狱三监区的服刑
人员马强(化名)因表现良
好，被管教干警任命负责服
刑人员日常财物的登记管理
工作，这项“人事任命”让这
名因惯窃入监的罪犯感动不
已。2005年，马强因盗窃被判
无期徒刑。“开始时，总能接
到犯人丢了牙膏、袜子、香烟
等报告，调查后很快发现是

马强所为，我们也多次对其
劝诫开导，但他已盗窃成癖
极难自控，后来我们安排了
孔子函大的传统美德课。”三
监区管教干警回忆说，“此后
监区失窃财物报告明显减
少，有一次，马强还将捡到的
物品主动上缴。”

“参加‘孔子函大’学习
让我懂得了‘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的道理，我非常懊
悔过去结交的那些人，现在
回想起来觉得既可耻又可
悲。指导员让我负责财物登
记管理，这是对我改过自新
的寄托和信任。”面对采访，
马强毫不掩饰地说。

“你们都是‘缺德’之
人。”1998年，欧阳中石先生
到运河监狱“孔子函授大
学”授教时，演讲中的一句
话曾激起前来听课的服刑
人员哄声四起。“我所说的
缺德是道德的缺失。”欧阳
中石待哄声渐平，方才解释
言中之意，“因为你们少年
时期受教育不足，没有良好
的道德理念，所以才会做出

有违法律，有违道德的错误
事情。”在运河监狱副监狱
长刘登才的记忆中，欧阳中
石先生的演讲在服刑人员
间引起轰动，服刑人员接受
德育教育的积极性一下子
提高了很多。

“我们讲求立德、养心、
习艺、就业，这是服刑人员
接受教育改造的四步，立德
是根本，也是首要内容。”刘
登才用木桶理论举例说，服
刑人员道德的缺失如同木
桶的短板，最短的木板直接
影响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价
值观，“我们发展教育首先
就是要把道德的短板补上，
人有了道德，知道廉耻和善
恶，才可能改变，拥有正确
的人生观，才能获得新生。”

运河监狱以儒学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监管文化，不
仅为服刑人员营造了“知荣
辱、明礼仪、树新风”的良好
改造环境氛围，帮助他们记
住昨天走错的路，走好今天
脚下改造的路，奔向明天新
生的路。

在运河监狱第七监区
监室内的四面墙上以及展
览室里，挂满了木雕、根雕、
瓷雕、刺绣等作品，无论是
浑然天成的根雕画，还是精
细入微的元帅像，摆进任何
一家工艺品店都会得到毫
不吝啬的赞赏，而这些都是
服刑人员的作品。

正对门口的墙壁上挂
着4幅黑白线条的刺绣画，
遇到前来参观的人，监区副
教导员刘玉法总会推荐大
家来看看。这里面有着一名
服刑人员的故事，也是刘玉
法感觉非常欣慰的事。打
架、盗窃、不孝，对服刑人员
张强(化名)来说，传在乡间
的恶名曾伴随他20多年，以
至于“卖豆腐的人都不敢靠
近。”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无
期徒刑，由外省转入运河监
狱后，张强曾3次想要自杀，
均被干警制止。怎么让张强
改变，刘玉法和监区管理人
员开始对张强进行攻心教
育。

“让他学习《弟子规》，

感悟孝道，鼓励他给家里汇
钱。”刘玉法发现，张强入狱
后，却从没有家人过来看
望，询问才知家里经济条件
不好，妻子无力过来。“监狱
出钱让他妻子来探望，还邀
请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企业
家为他做心理辅导，他的改
变非常大。”有感于张强的
变化，两名服刑人员在两个
月的时间里用细小的绣花
针将张强的故事绣了出来，

“他们有这种主动意识，我
非常高兴，绣出的画也很精
美。”刘玉法相信，刺绣是服
刑人员在狱中磨练心性的
方法，出狱后也是一种有用
的生存技艺。“电工、数控、
服装、餐饮，有了学习技术
的机会，他们都很积极去
学。”

“建校时我们就在想，
监狱的职能是什么，是预防
犯罪。怎么才能预防犯罪
呢，那就是让这些人能够在
社会上生活，保证自己的生
存质量。”刘登才告诉记者，
学校里开授的技术课程都

是请来的专门教师教授，所
学课程也是根据时代变化
而调整。“以前学无土栽培、
树木嫁接，随着社会发展，
这些可能不那么重要了，然
后又开始测控、钳工，就是
让服刑人员能跟上时代步
伐，有生存的技能也有生存
的可能，能养活自己了，也
就不再违法犯罪了。”

在技能培训上，运河
监 狱 尊 重 服 刑 人 员 的 意
愿，根据社会、生产和服刑
人员自身需要，进行“按需
办学”、“订单式培训”。培
训过程中，服刑人员既能
习得一技所长，又能寄寓
于学、收敛心境，从而推进
改 造 效 果 的 提 升 。据 了
解。近年来，运河监狱先
后与清华大学、新东方、
山东服装学校、山东理工
职业学院、山东农广等院
校联合办学、建立培训基
地，专业涉及机械制造、
农业种植技术、电器维修
等共计 2 2个门类 7 1个可
供选择科目。

2800多名服刑人员从
“孔子函授大学”结业，500
多人获得国家职业资格技
能证书，说起这些数字，刘
登才自信满满。但放在20多
年前，“监狱大学”初创时，
对于在高墙里办“大学”的
不解和怀疑却从来没断过。

“服刑人员在狱中除了
劳动，他们有很多空余时
间，这个时间做什么，打架、
聊天。怎么把劳动外的空余
时间利用起来，全国监狱系
统 都 开 始 办 特 殊 教 育 学
校。”刘登才告诉记者，运河
监狱的教育培养是从培训
班开始的，并将儒家文化融
入其中，加强对服刑人员进
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道德教育的效果很
好，但也遇到很多困难，师
资不足就是很大的问题。”
说起当年请教师讲课的情
景，刘登才仍忍不住地感
慨，“去学校请老师，一听到
监狱讲课，有的老师就很避

讳，说好人还教不过来呢，
还去教这些服刑人员。有的
同行听我们说要在监狱里
办大学，也都很不理解，在
监狱里办大学太难了，花这
个钱还不如去办几所希望
小学呢。所以当时我们的压
力也非常大，跑学校就跑了
四五趟。”刘登才说，当时，
运河监狱内领导班子对办
学意见统一，终于1992年在
曲阜师范大学的指导下，与
私立曲阜孔子专修学院进
行联合办学，成立了“孔子
函授大学”。

有了学校，如何让服刑
人员愿意学又成了难题。

“有些人不愿意学，觉得没
意思，还不如打牌呢。我们
就要把这个课程变得有意
思，让他们愿意学。”把《弟
子规》编成歌曲、排成体操，
把《论语》印到扑克上，开辩
论会，搞合唱队，寓教于乐
的形式越来越受欢迎。

2008年，运河监狱经省

考院批准独立设置自学考试
考点。自学考试进监狱，给服
刑人员提供了一个学习文化
知识掌握一技之长，发挥自
身潜力的平台。同时监狱还
把考试结果与加分减刑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大大激发了
服刑人员参加自学考试的学
习热情。该考点成立后就受
到了监狱服刑人员的热烈欢
迎，在同年10月份的自学考
试报名中，运河监狱考点共
有420名服刑人员报名参加
自考，共报1012科次，迎来了
运河监狱考点成立后的首次
报名开门红。

“我们以前也有过担
心，用传统文化来教育服刑
人员是不是有效。现在看，
我们这条路走对了，走对了
就要坚持走。”刘登才说，运
河监狱服刑人员的改好率
提高了，重犯率降低了，“这
就是开展德育教育让我们
尝到的甜头，也是我们的坚
持和执着得来的收益。”

过去的2012年，先后有
80多家单位来运河监狱参
观交流，几乎每3天就会有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来
此讨教办学经验，更有湖
南、湖北等地的监狱把教育
科人员派来挂职学习，这都
让原本紧张的监狱工作越
发忙碌起来。这一年，还有
一件大事让运河监狱很繁
忙，“孔子函授大学”迎来20
周年校庆。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知名
院校的专家学者走到服刑
人员中间，讲授社会与人生
的关系，探讨人际关系沟通
的方法。除了邀请专家，监
狱管理人员也把部分服刑
人员的家属邀请到20周年
晚会上。

“有一名服刑人员入狱
后从没见过家人，入狱时，
小女儿才4个月，非常想念
孩子。我们就为了准备了一
个惊喜，在他不知道的情况

下，转头发现妻子和孩子就
在身后。他当场表态要积极
学习改造，他妻子说只要丈
夫走正路，就会一直等他。
场面非常感人，都哭成一片
了。”刘登才说，与妻子见面
之后，这名服刑人员开始学
习认字，定下目标每天学30
个，现在已经能够给家人写
信了。“教育的力量是非常
重要的，不管是亲情教育、
感恩教育还是诚信教育，对
服刑人员价值观的塑造都
非常有用，我们的目标就是
向社会输出合格的公民。”

懂德行，有技能，在帮
助服刑人员走进社会的过
程中，运河监狱设立了模拟
社会生活的空间，“银行卡
怎么用，驾照怎么办，在这
个小社会里，都能够体验，
提前适应未来的生活。”刘
登才告诉记者，办学21年，
运河监狱一直在摸索，寻找
最恰当的教育方法和理念，
在未来，除了要继续锲而不

舍的办好教育外，也要注重
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以前考试要求不那
么严格，毕业通过率很高，
能达到 9 0%。现在我们强
化考试制度，由武警来监
考，数量降下来了，质量提
上去，这对服刑人员本身
也是有好处，让他们真正
能有一技之长，回到社会
有所作为。”

“尽管如此，服刑人员
刑满释放重返社会后的就
业依然面临重重压力，我们
努力将他们回归社会后的
就业失败率在控制在5%以
下。”运河监狱监狱长王广
海说，“服刑人员在监狱服
刑，只是与社会暂时隔离，
并不等同于脱离，他们依然
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当他们
重返社会后依然需要社会
的包容、理解、认可，而作为
监狱我们需要不遗余力帮
助其迈出这‘重生’的第一
步。”

“因为你们少年时期受教育不足，没有良好的道德理念，所以才会
做出有违法律，有违道德的错误事情。”

教育改造 “立德”为第一步

“监狱的职能是预防犯罪，怎么才能预防犯罪呢，那就是让这些人
能够在社会上生活，保证自己的生存质量。”

教授技能 实行“按需办学”

执着坚持 双方均尝“甜头”

“我们以前也有过担心，用传统文化来教育服刑人员是不是有效。
现在看，我们这条路走对了，走对了就要坚持走。”

不断创新 让更多人“重生”

“教育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亲情教育、感恩教育还是诚信
教育，对服刑人员价值观的塑造都非常有用。”

走近———

高高高墙墙墙里里里的的的“““大大大学学学”””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1月16日，司司法法部部在在山山东东会会场场隆隆重重表表彰彰山山东东省省运运河河监监狱狱
荣荣立立集集体体一一等等功功。相比于以往所获得的集体一等功荣誉，
这次的褒奖更多的在于运河监狱运行21年的“监狱大学”。

“监管与被监管之间存在天然‘斥力’。如何通过营造
一个既能立德，又能习艺的良好氛围，让这种天然‘斥力’
逐渐消弱，积极接受改造，回归社会后成为合法公民和社
会有用之才，这是我们监狱近年来做好高墙内社会管理创
新的目标。”山东省运河监狱监狱长王广海说。

面对外界对运河监狱‘创办了国内第一所“监狱大
学”’这样的好奇和褒奖，运河监狱的警官们认为，‘第一所

“监狱大学”’只是一种称呼，更重要的是它的目的：立德为
本、育能树人。

服服刑刑人人员员在在学学习习刺刺绣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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