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毅
男， 1983年11月出生， 市交

管局中心区交通支队三中队民
警。

他值守的府右街岗毗邻中南
海， 是勤务活动最繁忙地区。 支
队成立一年来， 他妥善处置突发
警情20余起 。 2015年6月18日深
夜至次日一早， 他在高强度的状
态下， 圆满完成近3小时的一级
勤务， 而这是他长安街两万次勤
务中的一个缩影 。 6月20日晚9
点， 曹毅在连续执行高规格勤务
工作后 ， 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牺
牲， 年仅31岁。

于立荣
女， 1975年10月出生， 北京

凌盛集团董事长。
从2007年开始， 她每年拿出

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来资助教育和
公益事业。 包括捐助平谷一小学
改善教学条件； 发起 “健康行”
大型公益慈善活动； 拿出300万
成立北京联合大学奖学金， 帮残
疾人实现梦想； 成立北京凌盛爱
心公益基金会 ， 等等 。 8年来 ，
于立荣投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上的
钱超过五千万， 她希望做一个慈
善事业的推动者。

王升起
男 ， 1952年3月出生 ， 退休

工人。
1979年， 27岁的他接替父亲

的工作来到北京， 并在北京结了
婚。 可是， 6年后妻子查出血癌，
不到3个月就去世了。 他决定照
顾好岳父母和两个孩子。 后经人
介绍， 他与现在的妻子认识， 两
人一起照顾前妻父母和两个孩
子。 30年来， 他用实际行动诠释
人间大爱。

孟大鹏
男 ， 1973年1月出生 ， 公交

集团第五客运分公司驾驶员。
他子承父业， 始终坚持 “无

人售票， 有人服务” 的理念， 被
乘客亲切地称为 “最快乐的公交
司机”。 每到路口、 车辆转弯或
是上下坡， 他都会提醒乘客注意
安全、 扶好坐稳， 细心之处不胜
枚举。 2011年至2014年收到各类
表扬信、 表扬电话共700多件。

白 静
女 ， 1969年4月出生 ， 朝阳

区劲松文体协会会长助理。
她从1997年至2015年一直从

事社区居民文化志愿服务工作。
从兼职到专职， 没有一分工资；
为心智障碍患者家长组成了阳光
亲友音乐社； 义务为社区的舞蹈
爱好者上舞蹈课； 全年志愿服务
超过3000小时。 此外， 白静还是
社区空巢老人的贴心人， 经常可
以看到她照顾老人的身影。

邓晓光
男， 1984年11月出生， 延庆

县第二小学教师。
2007年大学毕业之后， 他响

应号召， 到延庆县最偏远山区花
盆中心小学支教 ， 一呆就是四
年； 2008年汶川地震， 他利用暑
假为灾区孩子补课 ； 今年1月 ，
正带着孩子玩冰车的他， 看到有
人掉进冰窟窿 ， 他第一时间出
手， 救落水者于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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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然 摄影报道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监狱心理矫治室
主任曹广健2015年秋， 大兴， 北京市监

狱， 内视观想实验基地。
同往常一样， 伴着太阳的升

起， 40多岁的北京市监狱心理矫
治室主任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 内观体验导引师、 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曹广健， 穿着整洁的
警服， 走进静静的内视观想实验
基地，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实验基地内的第二道门
前 ， 曹广健脱下脚上的黑色皮
鞋， 整齐地贴墙放好， 然后踩着
松软的地毯通过走廊。 推开又一
道门， 他进入地上铺着榻榻米的
内观室。 内观室内共有十余个用
屏风围成的内观间， 每个内观间
仅有1平方米大小， 十余名身穿
囚服的服刑人员， 各自在自己的
内观间内面壁。 他们像僧侣打坐
一样闭目端坐， 身旁无书报等物
品， 除了偶尔能听到窗外的风声
和喜鹊、 麻雀的叫声外， 并无杂
声。

曹广健轻轻来到一个内观间
前， 轻轻对里面的服刑人员说：
“打扰一下。” 然后打开屏风门 ，
与其面对面盘坐下来后说， “现
在请你回顾三个问题， 一、 你的
父母为你做了什么？ 二、 你为父
母做了什么？ 三、 你给他们添了
什么麻烦？”

从这个内观间退出后， 曹广
健又来到了另一个内观间。 该内
观间内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服刑人
员， 曹广健同样让他回顾三个问
题 ， 但问题是让他回忆从小到
大 ， 他父母都给他买过什么东
西？ 他给父母买过什么东西？ 让
他仔细算算各有多少钱？

在另一个内观间， 一名服刑
人员向曹广健讲述他记忆中与父
母、 妻子、 儿女、 朋友的关系 。
在这一过程中， 曹广健是一名倾
听者， 既不对服刑人员所讲的内
容进行评判， 也不对服刑人员的
认识变化表扬或批评， 只是引导
他们做进一步的回顾。

一连7天， 每隔1个小时， 曹
广健就要重新坐到一名服刑人员
面前进行倾听， 然后引导， 但不
用语言去进行教育。 在这7天当
中， 进行内观体验的服刑人员的
一日三餐都由曹广健和其他干警
端到他们的面前， 他们吃完后不
用刷碗， 全由干警 “伺候”。

对服刑人员进行内观完全取
决于自愿 ， 干警绝不勉强 。 其
中， 有的服刑人员回忆到了第3
天 ， 提出 “我实在回忆不下去
了。” 这时， 曹广健会送他回监
区， 但不会提出批评。

7天 “打坐” 让杀妻
者流下悔恨泪

连续7天的内观结束后 ， 有
的服刑人员可谓与之前判若两
人。

钱某因杀妻被判无期徒刑 。
事发后， 他最疼爱的儿子与他断
绝了亲情 。 钱某不理解 ， 认为
“我虽然杀了你妈， 但是我养大
了你呀！ 而且认为强势的妻子被
杀， 完全是咎由自取。” 入狱后，
他给儿子写信一再被退回， 结果
精神萎靡不振， 没有任何改造的
意愿和动机。

为弄明白儿子为什么与他绝
情， 钱某主动参加内观体验。 内
观中， 曹广建通过引导， 一点点
融化了钱某心里的坚冰， 开始对
妻子往日的温情进行回忆， 继而

梳理了他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内观中， 钱某说他想起了妻

子。“你想起她当时在干什么？”曹
广建引导说。 “我病了，数日卧床
不起，她白天黑夜守在我床边。有
时我半夜醒来， 看见妻子就趴在
我床边睡着了……”说着说着，钱
某第一次在狱中泪流满面。

“那你又对她做了什么？” 曹
广建继续引导。 后来， 钱某说他
现在发现妻子并非是自己所想象
的那样， 自己杀她只是找了一个
看似合理的借口， 其实这只是在
欺骗自己， 而且也明白了想要改
变儿子， 首先要改变自己。

如今， 钱某积极改造， 真心
忏悔， 期盼和儿子重建亲情的时
刻早日来到。

孙某因抢劫被判刑14年， 入
狱后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孝顺儿
子， 可几次母亲来探监时都因责
备他不懂事不欢而散。 内观中，
经曹广健引导 ， 孙某渐渐意识
到： 以前给母亲买好吃的， 好穿
的， 就认为是孝顺， 其实不是，
因为那不是母亲所需要的。

“记得我曾问母亲怎么才能
高兴， 母亲说只有你过的幸福我
才高兴。 当时我不理解母亲这句
话， 现在我明白了， 我现在在监
狱服刑 ， 母亲怎么也快乐不起
来 。 我只有努力改造 ， 早日出
狱， 母亲才能高兴， 那才是孝。”

从2012年8月开始 ， 类似这

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不少服刑人
员通过七天的内观 ， “闭门思
过” 和换位思考， 第一次认清了
自己 ， 也认清了父母 、 兄弟姐
妹、 子女、 朋友， 并由衷地感到
愧对父母， 愧对家人、 愧对朋友
……服刑人员这种转变， 蕴含着
曹广健的多年来付出的心血和汗
水。

内视观想成“全国关
键性矫正技术”

曹广健大学文化， 在监狱基
层工作已有20年。 为了更快、 更
有效的让服刑人员重新做人， 他
边干边学， 创造了罪犯科学分类
体系； 形成了罪犯班组和谐搭配
方案 ； 破解了 “罪犯危险性评
估、 人格障碍评估、 改造需求评
估的难题； 实践了 “顽危重控罪
犯心理矫治模式”； 搭建了 “心
理矫治在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工作
中的平台”。

对监狱顽危、 重控、 黑恶势
力罪犯， 他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分
析及危险程度预测， 制定了心理
矫治方案 ， 预防了罪犯自伤自
残 、 打架等狱内恶性事件的发
生。 通过相关研究， 他摸索出了
暴力型罪犯、 人格障碍罪犯、 身
心疾病罪犯、 长刑罪犯、 抑郁症
倾向罪犯、 心理创伤性等罪犯的
心理行为特点， 为监狱管理教育

罪犯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手段。
近年来， 他开展团体心理辅

导100余期， 通过心理辅导舒缓
了1000多名罪犯因身心疾病、 婚
姻家庭、 人际关系等存在的共性
心境障碍。 由此， 在监狱他被喻
为 “播撒心灵阳光的人”。

曹广健珍惜每分每秒的时
间，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通过探讨 “心理创伤对服
刑人员羞耻感、 记忆和人格的影
响 及 干 预 ” 、 科 技 部 973计 划
“关于人类攻击性与亲和能力机
理的研究” 和中国科学院心理健
康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 愤怒
情绪调节方式对自控资源及攻击
性行为的影响”、 司法部重点课
题 “服刑劳教人员心理创伤干
预” 研究等， 推动了监狱心理矫
治工作的理论发展和科学化进
程。 2014年， 他完成了全国司法
行政系统理论研究规划课题 《狱
内精神病犯管理、 矫正问题的现
状》， 在他带领下， 北京市监狱
心理矫治室在2009年就实现了一
线男干警全部由局监两级专家组
成的专家型干警科室队伍。

2012年， 曹广健首先在北京
市监狱系统， 创新性地引进国学
精髓 “内视观想 ” 体验活动 ，
形成了标准化工作流程 《内视观
想 》 ———首都监狱矫正项目研
究 ， 积极探索内观效果评估工
作， 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罗夏墨
迹” 测试， 在罪犯中尝试使用，
为危险性评估工作做出了贡献 。
由于它能够使罪犯在感恩、 自我
认识、 换位思考、 调整心态等方
面产生较好的效果， 所以， 对预
防和减少犯罪， 提高罪犯改造质
量，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采访中， 记者在曹广健的办
公室墙上看到这样一幅字： “对
人恭敬 ， 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
对此， 曹广健说， 在连续7天的
内观时间中， 为内观服刑人员送
一日三餐是为了保障内观的效
果， 让他们在7天中除了内观引
导师， 不会见到其他人、 不与其
他人有语言 、 手势 、 眼神的交
流， 完全与世隔绝。 在独立密闭
的空间内经内观师 （干警） 的引
导， 他们会对人生经历中重要的
人和事进行系统的回忆和反思，
经 过 深 入 的 自 我 剖 析 ， 唤 起
“醒” 与 “悟” 的念头。

曹广健说， 内观师要根据体
验者的实际情况 ， 要求他们围
绕： 他们 （父母、 妻子等） 为我
做了什么？ 我为他们做了什么？
我给他们添了什么麻烦？ 三个问
题进行回顾和反思， 回顾的内容
包括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 父母
的养育、 自我的审视等。 每隔1
小时 ,内观师会对于参与者的回
顾情况进行询问 ， 但既不做评
判， 也不表扬鼓励。

曹广健在北京市监狱进行了
内视观想， 因效果显著， 2015年
被司法部列为 “全国关键性矫正
技术”， 全国多家监狱前来考察
和学习。 由于成效显著， 曹广健
先后获得 “专家干警” “全国罪
犯心理矫治专家”、 “北京市青
年岗位能手”、 “首都劳动奖章”
等称号， 他所在的北京市监狱心
理矫治室， 也被授予 “北京市司
法行政系统2012-2014年度先进
集体” 称号。

让服刑人员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