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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所负责的 “男未
决犯管理组” 是一个正式

的称呼，在看守所内部，大
家更愿意把它称之为 “重
案犯警组”。林佳和他的同
事日常打交道的对象，几乎
全部是重大刑事犯罪、涉黑
涉恶犯罪、重大经济犯罪以
及涉外犯罪中的重刑犯。如

何对这些重刑犯、死刑犯进
行教育转化工作，不但会影
响到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
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监所的
安全稳定环境，因此，教育
转化是监管工作中的重中
之重。

“教育转化工作并不
具备固定的模式，如果说看
守所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那
么在押犯就是一些特殊的
学生，教育方法只能因人因
事而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

点，重案犯也不例外。无论
是多么穷凶极恶的人多么
冷酷无情的心，只要我们认
真研判、寻找弱点，使其回
归人性，就比较容易突
破。”

故意杀人犯李庆坚固

的心理防线，便是被林佳这
看似普通的“弱点理论”所
攻克。

李庆为达到能与情妇
结婚又能同时保留自己家
庭财产的目的，残忍地将自
己的妻子和 14的女儿杀

害，并伪造了家中抢劫、杀
人的现场。入监后，他不仅
不悔罪，还抱着“照死不开
口，神仙难下手”的心理，
企图逃避法律的严惩。

对待这样一个十恶不
赦的“死魂灵”，林佳从亲

情教育入手，想尽一切办
法来触及他的灵魂，让他
人性复苏，伦理得到醒悟。
为此，林佳几乎每天都要
苦口婆心地与他谈话；发
现他的生活用品没有时，
就自己掏钱给他买来；每
天的监室值班，林佳有意

安排他第一个值勤，以便
能让他好好休息。李庆生
病发高烧，整天水米未进，
林佳就从食堂给他做了一
碗鸡蛋面，亲自一口一口
地喂他。

李庆终于彻底在林佳

的教育、感召下良知被唤
醒，他泪流满面地说：“我
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可你
们却把我当人看，我服
了。”他不仅很快彻底交代
了自己的罪行，还积极配
合管教维持监室秩序，还

以自身的教训去劝告别人
不要违法。

临刑前，李庆艰难地往
地上一跪，眼含热泪地对林
佳说：“我要走了。林管教，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我
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像我这样的人，不知来生还
能托生成人吗？如果有来
生，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因
为是您让我知道了应该怎
样做人！”

“作为看守所的管教，当
我们看到自己看护的犯人刑

满出狱时，会由衷地替他们高
兴；并不是，拖出去一个死囚
走上刑场，我们就很高兴，相
反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
心里都不是滋味。”说这句话
时，林佳声音低沉。

28岁的王青云因贩毒被

判了死刑，一审判决后，他不
吃不喝，不说话，一心想着快
些“上路”。管教干部的多次
谈话教育、在押人员的现身说
法，都无法使王青云开口说
话，工作陷入了困境，包括林
佳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

背上了沉甸甸的心理包袱。
一天早上放风时，意外的

发现让林佳激动不已。“他
（王青云）手上拿着一个小泥
团，大概是用吃饭时节省下来
的米饭在地上滚动后形成的，
上面种了一棵嫩绿的小草，有

一厘米高吧。我看到时，他正

试图把地上的尘土多粘些在
米饭团上，因为监室四周都是

坚固的水泥构成。他还用一根
细小的木棒拨下一滴露水，小
心翼翼地给小草‘浇水’。林佳
边说，边从椅子上起身，蹲在地
上，向我们模仿王青云一手拿
草，一手滴水的情形。“王青云
如此精心地呵护这棵小草，这

说明他对生的强烈渴求”。
放风结束后，林佳仔细看

过他的案宗，觉得他还有上诉
的机会，还可以争取减轻刑
罚。林佳马上找王青云谈话：
“小草也是生命，你那么爱
惜，但你有没有想过去爱惜自

己的生命？如果你自己都放弃
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

这句话，四两拨千斤。王青
云不但很快走上了认罪、悔罪
的道路，而且还坦白、检举了多
起贩毒案线索。并振作精神写
了上诉书。因其有重大立功表

现，法院对他进行了改判。

南京人陈军原来是一个
腰缠万贯的个体户，但后来因

为赌博而债台高筑，最后走上
了抢劫杀人的不归路。刚入
“号子”时，陈军思想压力很
大，心情烦躁不安，整夜睡不
着觉，在监室里走来走去，即
便躺着也是翻来覆去。心情烦
躁时，陈军就猛击监室的铁

门，敲打柜子发泄。
经过了解，林管教发现陈

军是个争强好胜，虚荣心较强
的人。在随后与陈军的谈话
中，林佳总是先从陈军感兴趣
的话题入手，谈他当兵时的故
事，承包鱼塘时勤劳致富的

“辉煌经历”，一直沉默不语
的陈军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在每日的监室号务会中，
林佳还特别安排同监室的其
他人员，谈各自的真诚悔过，

反省问题的思想和服从管理
的决心，最后让陈军做重点发

言，在林佳的耐心开导和同押
人员的感染下，陈军由最初的
撇嘴冷笑不自觉地变成了正
襟危坐。脸上的冰霜也渐渐消
除，被和善的微笑取代。

在林管教的真情感化下，
陈军逐渐打消了抵触情绪，开

始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
主动要求向管教民警汇报思
想动态。死刑判决书下达后，
他主动向林佳写了捐献器官
的申请报告，决定死后无偿捐
献自己身上所有可以利用的
器官，为社会做最后一点贡

献，以赎回自己罪恶的灵魂。
执行前，陈军把亲笔写就

的捐献器官申请书，郑重地交
给了林佳，请他最信任的林管
教把申请书转交给有关部门。

林佳戏说他们和犯人的
关系是：被关进看守所的大都

是“老虎”，在外无恶不作，我
们这些管教则是动物园里的
“看虎人”。看守所不仅给犯
人以心灵上的医治，也给了他
们很多生活上的帮助。

有一个死刑犯右关节得
了骨癌。看守所立即送他到医

院救治。癌症后期时，这个死
囚右腿高度腐烂，流的全是脓

水，散发着阵阵恶臭，连同监
室的犯人都躲得远远的。林佳
却一点也不嫌弃他，不仅每天
为他端吃端喝，还帮他换药。
行刑前，林佳蹲下身子，帮他

穿上了一双崭新的青布鞋，伏
下身子轻轻地把他抱上轮椅

推出监室，交到了等在监室外
的法警手里。

说到青布鞋，林佳说，一
般来讲，一个重刑犯监室前前
后后有好多批死刑犯，前面的
死刑犯被执行枪决以后，他一
般要跟后面的死刑犯交代，在
地上给他点上一支香烟，如果
那根香烟一直很顺利地燃到

根部，那就表明他会很顺利地
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
“上路前”，也都很希望能够
穿一双青布鞋。这样才能够很
顺利地投胎到一个好人家，来
世可以变一个很好的人。虽然
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习惯”，

但说明他们最终都有向善的
心、做回好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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