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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下旬，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警方查获涉嫌吸毒人员康某。花
季少女康某自诉，她此前就曾因吸食
含依托咪酯的“上头电子烟”被警方查
获，但因年龄限制没有被公安机关处
罚，于是一直心存侥幸。

2024年春节期间，在朋友的怂恿
下，康某再次吸食含依托咪酯的电子
烟被警方查获，被责令社区戒毒三
年。社区戒毒期间，康某并未悔改，8
月 24日在朋友生日宴上康某，又吸
食了含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但这次等
待她的，将是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
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同时通知吸
毒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的城
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戒
毒的期限为三年。

中国禁毒微信公众号
10月 7日

自恃年龄小多次吸“电子烟”
终被强制隔离戒毒

姻法务链接

敲黑板

近日，安徽省未成年犯管
教所（庐州女子监狱）开展 2024
年就学就业推介活动，63名临
释女服刑人员现场签订了就业
意向书。9月 26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此次进入高墙的 14所学
校涵盖汽车维修、信息技术、食
用菌种植等专业。临释服刑人
员入学后和其他社招学生享受
同等待遇，部分学校对临释服
刑人员入学还有优惠政策。

阴 汪艳殷意智
大皖新闻 9月 26日

观象

创造战犯改造的“世界奇迹”
探秘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阴《法治日报》记者 张国强韩宇

抚顺，山水胜地，雷锋之城。
在抚顺市高尔山南，浑河岸北，
一片青砖灰瓦的古老建筑静静
矗立着。

这里曾是日军始建于 1936
年用于关押三千余名抗日志士
和爱国主义者的“抚顺典狱”，是
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战争魔鬼”
和“末代皇帝”的场所，也是世界
上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关押和
改造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和
蒋介石集团战犯的遗址。

2024年 3月，辽宁省监狱管
理局正式接管抚顺战犯管理所，
将其建设为辽宁省监狱人民警察
教育基地及教育改造理论研究基
地，使其成为打造“雷锋式”监狱
人民警察队伍的重要一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
抚顺战犯管理所，探秘新中国成
立后其对战犯的改造与救赎，感
受战犯的蜕变与新生。

悔罪教育直达内心
时间追溯到 20世纪中叶。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后，出

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将大批
俘获的日军战俘押送到西伯利
亚。1950年 7月，苏联将在押的
969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引渡
给中国政府。中国将这部分战犯
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其进
行人道主义改造。

日本战犯被收押初期，多数
战犯对抗改造。抚顺战犯管理所
对闹监的战犯展开了针锋相对
的斗争。
“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指

示要对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
育。随后，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

开展政治学习，并创造性地在下
层战犯中开展‘忆苦思罪’的教
育方式，战犯们组建了‘战犯学
习委员会’，收到很好效果。”辽
宁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处
长贾立伟介绍说。

战犯三轮敬一曾任日军中队
长，刚入所时他对抗改造，经过一
段时间帮助教育，主动要求回到
学习小组。三轮敬一的归队鼓舞
了下层，教育了中层和上层。

另外，战犯们平日还可以收
听日语广播、阅读杂志、观看电
影、油印学习小报以及开展世界
形势教育大会等。

1954年 5月 20日，伪满洲
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在战犯大会上做了比较认真和
全面的认罪悔罪。与此同时，日
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也做了认
罪悔罪。当时，战犯中有“文看古
海，武看藤田”的说法，这一文一
武的认罪悔罪表现，对日本将校
级战犯态度转变产生很大影响。

尊重人格保障健康
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初期，

周恩来总理即作出明确指示：要
尊重战犯的民族习惯，要尊重他
们的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
身体健康。
“管理所对日伪战犯伙食实

行三级分灶对待：将官级吃小
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
大灶。考虑到民族风俗习惯，主
食全部是大米和面粉。”辽宁省
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
乔磊介绍说。

有一次，管教人员与战犯们
在地里劳动，战犯们以为管教人

员带的干粮一定不错，结果一看
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使战犯
们非常感动。

抚顺战犯管理所建所之初，
就新建了医务室，医务人员定期
给监室消毒、为战犯做体检。

战犯武部六藏入所 2 年后
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护士焦桂
珍护理他 4年之久，直至他假释
回国。

抚顺战犯管理所还为残疾战
犯安装假肢，为 151名战犯佩戴
各种眼镜，为 302名战犯镶牙。

战犯永富博之曾打掉中国
百姓满口牙齿，将其杀害，他却
被镶了牙，他感动地说：“要彻底
认罪，重新做人。”

为保证战犯身体健康，抚顺
战犯管理所决定战犯每日运动 3
小时，劳动 3小时，学习 3小时。

在一张老照片中，展示了战
犯在运动场召开秋季运动会的
场景。而这个运动场，曾是日军
残害抗日志士的杀人场。

1956年春，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组
织全部战犯到社会参观，接受
社会教育。战犯每到一地都向
中国人民忏悔，在南京雨花台
前集体谢罪。

为了和平贡献力量
1956年 7月，经最高人民法

院沈阳和济南特别军事法庭审
判，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被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武部六
藏由于病情假释归国，其余战犯
均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继
续服刑。此时，抚顺战犯管理所
又称“抚顺战犯监狱”。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 45名
战犯无一人被判无期徒刑，抚顺
和太原关押的其他 1017名日本
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战
犯们审判中痛哭、下跪、谢罪，
甚至要求重判。”辽宁省监狱管
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王帅介
绍说。

从 1958年始，根据服刑日
本战犯表现及身体状况，中国政
府分别给予减刑、假释和提前释
放。到 1964年 3月，除一人病故
外，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获释。

令人倍感欣慰的是，1957年
9月 24日，获释日本战犯在东京
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
称“中归联”）。陆续被释放的战
犯回国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
“中归联”。该会一直致力于反战
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
重要社会团体之一。
“中归联”会员在近 50年间，

念念不忘他们的“再生之地”，念
念不忘教诲他们的“恩师”，以各
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
达他们的忏悔之意、感激之情。

他们现身说法揭示披露日
本侵华罪证，出版大量书籍、文
章，其中《三光》《侵略》影响最
大。他们将搜集到的中国死难劳
工的遗骨和资料返还中国。在抚
顺战犯管理所设立“谢罪碑”，在
日本千叶县设立“中归联碑”，抵
制日本篡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
神社等，为 1972年中日建交起
到了积极作用。

1988年 5月，获释多年的日
本战犯回到“再生之地”访问时，
为表达感激之情和谢罪之意，特
意从日本带来了榉树、樱花等多
个珍贵树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栽种。

1956年释放归国前，管教员
吴浩然送给战犯副岛进一把牵牛
花籽，希望他再来中国时捧着鲜
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50多年
来，副岛进牢记嘱托，在自家院
里种下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
的新花籽分给左邻右舍。副岛进
逝世后，他的夫人把牵牛花籽又
回赠给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称
之为“宽恕之花”“和平之花”。

2002年 4月 20日，因会员

年事已高，“中归联”宣告解散，
同时成立“抚顺奇迹继承会”，以
传承和发扬“中归联”精神，至今
仍在推动中日友好、世界和平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

抚顺战犯管理所创造的奇
迹，不仅在于对战犯的成功改造，
更在于为世界和平贡献了力量。

从末代皇帝到公民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曾成

功改造过一名特殊的战犯———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950年 8月 1日，中国在绥
芬河车站接收苏联移交的以溥
仪为首的 59名伪满战犯，他们
均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
后，管理所又接收一部分，共计
关押伪满战犯 71名。

溥仪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时，连叠被子、洗衣服等基本生活
技能都不会，在管教人员的积极
引导下，他放下了“皇帝”架子，开
始和其他普通人一样参与学习和
劳动，并主动写下认罪补充书。

多年的教育改造，使溥仪对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正
确认识和感情，他从头学起，逐
渐融入集体。

1959年 12月，溥仪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的首批特赦犯，他泪流
满面，颤抖着接过特赦通知书。

被特赦后，溥仪担任全国政
协委员，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
这样一个罪人，不仅没有死，甚
至还活得好好的，有了妻子、家
庭、工作……把战争罪犯改造成
新人，这是一个奇迹。”

从“皇帝”到公民，溥仪的蜕
变，是新中国教育改造工作的生
动写照。
“改造成就新生，传承铸就

未来。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辽
宁监狱将雷锋精神作为监狱人
民警察的警魂，继承抚顺战犯管
理所教育改造经验，推动监狱工
作从‘关得住、不跑人’向‘改造
好、不再犯’全面提升。”辽宁省
司法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辽
宁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高长生说，未来辽宁监狱定将涌
现出更多改过自新、重获新生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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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省胶州市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危险驾驶罪
案件，并同时发出青岛市首份
缓刑人员预防犯罪《宣传服务
令》。本案中，被告人崔某因犯
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 2 个
月，缓刑 3 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7000元。当庭宣判后，法
院对被告人崔某下达《宣传服
务令》，责令崔某在缓刑考验
期限内，根据社区矫正机构的
安排，定期参加法治宣传公益
活动，宣传服务的形式包含但
不限于面向群众现身说法、活
动现场服务保障等，原则上每
月的服务时间不少于 2小时。

阴 郭倩赵彦阅
信网 10月 12日

山东：缓刑人员“现
身说法”宣传法治

流金岁月

安徽：63 名临释服
刑人员找到工作

银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全貌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进行世界形势发展教育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补袜子

已经在牢中服刑了近八年
的周启明无数次在梦中走出监
狱大门，梦境中，监狱大门外的
光亮得有些刺眼，但又让他无
限向往。出监那天，他记得监狱
外的紫荆花开得正艳。

一
出监后，周启明先找了老

友相聚，微醺之间，一个朋友劝
周启明跟他明天去干一单大买
卖。周启明思绪万千，手一抖，
酒杯落地，清脆的碎裂声唤起
了周启明的回忆。
他曾经的专管警察李永胜

说：“出监以后要过的第一道关
就是损友关，破镜难圆，覆水难
收，一旦再与他们狼狈为奸，恐
怕你还得进监狱。”周启明打了
个冷颤，果断拒绝了老友的相
邀。结果第二天他就听说这帮狐
朋狗友在交易的时候全部被抓。
警察李永胜的预判应验了，这让
周启明心怀感恩。

二
母亲给周启明打来电话：

“阿启，明天是父亲的生日，回
家吃个饭吧！”
周启明愤愤地说道：“他还

记得有我这个儿子吗？”

周启明脑海里浮现出十年
前他难以忘记的那个场景，那
时他经营一家洗浴中心，父亲
怒吼道：“滚，我不要你的脏钱，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有多远滚
多远。”父亲说完，把十万块钱
扔进了下水道。周启明不明白，
为什么他的孝敬会让父亲如此
恼羞成怒。
自从上次预判应验后，周

启明就时常回忆起李永胜的
教诲。此时他想起李永胜说
过，“真正的孝敬是恭敬和至
诚，而不是带着傲慢和报复甚
至是挑衅，只有真正地对父母
发自内心的孝敬，才能赢得父
母的慈爱和赞赏”。
于是，周启明去了菜市场，

准备做一道父亲最喜爱的
菜———佛跳墙。周启明刚把佛
跳墙做好，母亲便着急忙慌地
把菜端出来，说道：“老周，尝一
下，阿启做的。”
父亲瞪了周启明一眼，夹

着菜往嘴里送，一边咀嚼一边

说：“味道不错，有孝敬的味
道，和当年做的一样。”
周启明看着父亲，欲言又

止。这时乌云散开，阳光从阳
台的落地窗透了进来，正好照
在父亲的身上。

三
周启明的“启明茶吧书屋”

正式开张了。紫荆树下的茶座
上坐着一个人。
“老板，请帮我找一本《论

语》，门外的紫荆花开了，很漂
亮，我想坐在树下看书。”李永
胜对周启明说道。
周启明惊呼：“老师，您怎么

来了！”他哽咽着说道，“您是第
一个亲自上到五楼监舍把《论
语》送给我的警察，更是第一个
用心用情完全为我前途着想的
警察，您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
的人生。”
李永胜说：“现在我更希望

你再去点亮他人。”
周启明向李永胜开心地介

绍着在一旁做茶饮的姑娘：“她
是静月，我向静月求婚了，其实
媒人就是老师您啊！”
李永胜愣了一下，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场景———那是在监
狱的一场社会帮教活动中，静
月作为义工参加了这场活动。
周启明在李永胜的帮教下，作
为现身说法的罪犯代表进行了
发言。在发言中，周启明忏悔了
自己的罪行，静月眼神里露出
了怜爱的光芒。
周启明说：“老师，您常说，

人心变了，朋友圈也会变，遇到
的人也会不一样，您教我做一
个好人，我学好以后，才能遇到
这样一位好姑娘。”
李永胜感叹道：“浪子回头

金不换，希望你好好待她，共
同把这个书屋打造成一个海
边的‘灯塔’，给大家指引正确
的方向。”
周启明说道：“老师，如果

您心里还把我当学生，学生在
这里向您行个礼吧！”
微风徐来，阳光明媚，紫荆

花在空中飘散，海港处汽笛长
鸣，湾区一派太平。

阴 蔡巍
（作者系东莞作协会员、广

东省作家协会司法分会会员）

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为战犯理发

临释女服刑人员进行咨询

受贿 3.86亿余元！范
一飞一审被判死缓

2024年 10月 10日，湖北
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
开宣判中国人民银行原党委委
员、副行长范一飞受贿 3.86亿
余元一案，对被告人范一飞以
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
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
假释；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孳
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阴 魏哲哲
人民日报客户端 10月 10日

东汉时期，王烈作为地方
官员，十分重视对百姓的道德
教化。据《后汉书·独行列传》
记载，王烈字彦方，因品德高
尚深得乡邻拥戴。有一次某盗
牛者被抓，盗犯说：“判刑杀头
我都心甘情愿，只求不要让王
彦方知道这件事。”王烈听说
后专门派人去看望他，还送给
他一匹布，王烈说：“盗牛人怕
我知道他的过错，说明他还有
羞耻之心。既然心怀羞耻，就必
能改正错误。”后来有老翁丢了
一把剑，一个人见到后一直守
候剑旁，直到傍晚老翁回来。王
烈派人查访，原来守剑者就是
那个盗牛的人。

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
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
一书中认为，王烈遗布感化盗
牛贼故事中蕴含的德主刑辅、
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具有中
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
也是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
特征，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优秀
思想和核心理念。

《法治日报》、
寿宁法院微信公众号 9月 25日

王烈遗布感化盗牛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在辽宁抚顺，这片承
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上，
有一处见证了人性救赎与
和平希望的地方———抚顺
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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