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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监探亲”是亲情改造的好办法
 　　今年春节期间，辽
宁省将有 15 所监狱的 36
名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
获准离监探亲，与家人
过一个团圆年。今年 39
岁的李某，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今年是他在沈阳第一监
狱服刑的第 8 个年头。
由于服刑期间一直表现
良好，今年春节，李某
获得离监探亲的资格，
可以与家人团聚。（2 月
3 日 央视网）
　　有人认为，服刑人
员离监探亲，会不会有
逃脱的可能。实际上，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既然能让服刑人员离监
探亲，有关部门必须有
多种预案。这些服刑人
员虽然获得了离监探亲
的资格，但服刑人员还
需要佩戴实时定位的电

子手环，除此之外，监
狱还有完整的措施防止
离监人员脱逃。如沈阳
第一监狱一种监管方式
是该犯用家里的固定电
话向监狱报告他所在的
情况，另外还有通过手
机微信视频，实时地与
监区干警进行微信视频。
　　再说，这种能离监
探亲的人，一方面是罪
责比较轻的，快服刑期
满的。另一方面是服刑
期间表现比较好的。试
想，这些服刑人员如果
趁离监探亲时逃离，不
仅加重了自己的罪责，
可能要增加刑期。而且
能逃走的可能性不高，
因为，现在到处是摄像
头，很难逃过监视。
　　离监探亲却充满了
浓浓的人情味，教育意
义比平时讲一千遍一万

遍大道理更有效，是改
造罪犯的一种好方式。
充分体现了监狱管理的
人性化。服刑人员虽然
他们犯了罪，失去了自
由，但他们还是人，他
们也需要亲情。让罪犯
回到离别已久的家中过
年，使以前隔着厚厚的
玻璃的探视变成了在一
起团聚，让服刑人员和
他们的亲属感受到政府
的温暖，感受到了监狱
的良苦用心。深刻体会
到亲情的无价，感恩社
会和家人没有抛弃自己，
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化
和发展，更加增进了改
造的信心，罪犯回到监
狱以后通过现身说法、
分享体会，达到“探亲
一人、带动一群、教育
一片”的积极效果。从
而促进服刑人员更加安

心服刑，积极地改造，
同时也让服刑人员亲属
增加了对监狱改造工作
的信任度和配合度。
　　服刑人员离监探亲，
让服刑人员与亲属在一
起吃“团圆饭”，听听
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
极大地稳定了服刑人员
和亲属的情绪，也提高
了服刑人员改造工作的
透明度。看到阔别已久
的亲人，服刑人员和家
属们内心肯定都有触动，
父母的嘱咐，亲人的期
盼，孩子的呼唤，让服
刑人员感受到亲情的珍
贵，感受到来自社会和
家庭的温暖，给服刑人
员好好改造、早日出狱
树立了更大的信心和决
心。
　　近日，司法部出台
《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

革纲要（2018-2022 年）》，
该纲要明确，罪犯离监
探亲将坚持常态化制度
化。离监探亲，是一个
亲情改造的好办法，它
进一步拓宽教育渠道，
丰富教育形式，搭建起
监狱教育与亲情互动平
台，使服刑人员家属充
分了解监狱，充分发挥
亲情教育作用，让服刑
人员在特殊的环境感受
亲情，不再感到孤独无
助，在亲情的感召下增
强改造信心，进一步转
化思想，促进服刑人员
早日获得新生。也使其
他没有享受到“离监探
亲”的服刑人员认真改
造，争取也能享受到“离
监探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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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拥有百年历
史、将传统与现代完美
结合的迎春花市全面开
锣，让广大市民游客在
花团锦簇中迎接猪年。（2
月 3 日 《广州日报》）
　　迎春花市花海如潮，
热闹非凡，不只是简单
满足购花赏花、迎春祈
福的需求，其除了作为
岭南传统的民俗文化盛
会，已然是市民群众每
年准时恭候的嘉年华、

欢欣共鸣的集体记忆。
以至于有人说，过年不
逛花市，跟过了个假年
似的。
　　岭南坐拥得天独厚
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造
就了少见于其他地方的
这般春节景观。岭南人
总能找到最好的花卉语
言迎接春节。各种好意
头的花卉，都是用来祝
福的最佳载体。花市中，
从种植、培育到摆设、

销售，民间自发组织力
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
链，生生不息，代代相
传数百年，令人叹为观
止。
　　除了“张灯结彩“，
烘托节日氛围，传承该
项民间文化，不免需保
护从业者的热情。政府
层面要积极支持花卉产
业创新，做大做强。这
一方面可借镜花卉大国
荷兰，利用资金密集的

先进技术，实现高产出、
高效益；通过集约化、
规模化，打造业界精品，
逐步形成在国际花卉市
场的话语权。
　　作为大后方、花市
发源地，岭南地区宜应
增加观赏符号，全力建
构牢固的全民记忆，让
迎春花市更具传承性，
比如在开市和闭幕时设
置敲钟环节、举办“花王”
评选活动、创作主题曲

以代代传唱。这一切的
安排均旨在借助更加完
备的仪式感，展示迎春
花市更加清晰的面貌，
避免分散经营的涣散感。
　　总之，迎春花市的
传承不仅要追求表面繁
华，更仰赖于花卉产业
持续发展，构筑起稳定
的文化内涵，永葆其生
命力。

█孔德淇

传承迎春花市，不应止于“张灯结彩”

上头条，找华早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
潮已经悄然开始，这个
被人们戏称为“人类大
迁徙”的活动，每年都
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不
仅春运路上是一场硬战，
对很多年轻小夫妻来说，
“到底去谁家过年”又
是另一场焦灼之战、还
有“反向春运”这一新
趋势，都让人们关注到
了如今春节的细微变化。
但要说过一个最不一样
的春节，还得属猪年不
可，因为我们发现这届
年轻人已经开始选择旅
游过年了。（2 月 4 日 
界面新闻）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
隆重的传统节日，其内
涵是阖家团圆，欢乐过
年。因而才会有“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之说。
可今年春节，许多年轻
人却打破了人们的认知，
不再为“到底回谁家过

年”而烦恼，而是选择
旅游过年。据携程发布
的《2019 春节长假旅游
趋势预测报告》显示，
今年春节预计将超过 4
亿人出游，出境游约 700
万，其中 80、90 后的年
轻人占大多数。也许有
人会问，本该是万家团
圆的美好时光，这些年
轻人为啥要不顾父母和
家人的殷切期待，而要
选择旅游过年，是不是
太自私了？
　　从表面上看，这样
的疑问不无道理。年轻
人固然思想前卫，行动
果敢，往往是想干啥就
干啥。可往细里想和记
者采访调查，许多年轻
人之所以选择旅游过年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与
亲友催婚催生有着直接
关系。正像一些年轻人
所说，不是不想回家过
年团聚，而是受不了亲

友们催婚催生的连番轰
炸，被逼无奈只好选择
逃避。
　　听了年轻人的心声，
也许会让催婚催生的亲
友尤其是父母大吃一惊，
本意是出于好心和人之
常情追问，为啥得不到
儿女们的积极回应甚至
反感，连过年都不愿意
回家。这恐怕是他们始
料未及的结果。甚至会
为此感到伤心难过。笔
者认为，出现这样的尴
尬，双方都有责任，都
应就此进行深刻反思，
以寻找最佳的契合点，
促进家庭和睦，人丁兴
旺，生活幸福。
　　首先是父母当反思。
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
福。毕竟子女已经长达
成人，他们有自己的理
想追求和生活方式，再
说如今晚婚晚育已成时
尚。因而，做父母对儿

女的婚姻适当关心是人
之常情，无可厚非。但
大可不必关心过度，催
得太紧，逼得太急，让
儿女压力山大，不得不
对您敬而远之。
　　其次是做子女当反
思。亲友和父母的关心
说明他们牵挂你，关爱
你，只不过方式有点偏
激。我们要多理解，多
包容，心平气和的与他
们多交流，多沟通，以
争取的他们的理解和支
持。再就是结婚生子是
人类繁衍的必然选择，
也是家庭美满的归宿。
到了适婚和适育的年龄，
选择合适的人走进婚姻
的殿堂或生育子女也是
不错的选择。做得好不
但可以促进家庭和谐，
美满幸福，而且还能促
进我们的工作和创业。
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呢？

　　再次是社会和单位
当反思。之所以如今大
龄剩男剩女越来越多，
固然与他们自身选择有
很大关系，但社会和单
位也不无责任。有的是
单位人员性别单一，缺
少与异性接触的机会，
有的是属于工作时间太
紧，缺乏谈恋爱的时间
等等。因此，工青妇群
团组织和单位亦应多多
关心员工的生活，为他
们多多创造接触异性的
机会，例如组织联谊会、
沙龙、相亲会等等。事
实证明，只要是真心实
意关心员工，都必然能
赢得广大员工的理解和
支持，从而增加单位凝
聚力，促进工作和生产。
对社会、单位和个人都
有益处。你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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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过年成时尚 酸甜苦辣有谁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