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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老龄协会协办

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一段美丽的乡愁。 今年 5 月，本
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2019“最美家乡人”评选
活动，联动 32 座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征集。 亲情、爱
情、友情，我们在夫妻情、子女情、邻里情、师生情、同学情、
兄弟情、陌生人之间的情谊中，寻找快速变迁的时代里，最
让人留恋、让人感动的情分，共同筑成一种最美的气质，叫

“家乡”。只要是能温暖到您的凡人善举,都有机会获评无锡
“最美家乡人”称号及正能量奖金 2000 元。 随后本报还将
从中挑选突出案例参与全国评选，如获得全国十大“最美
家乡人”称号者，累计可获得正能量奖金 10000 元。 参评

“最美家乡人”活动，您可以自荐也可以推荐他人，本报征
集报名热线为 88300000，也可通过新浪微博、微信、抖音号
等搜索“江南晚报”推荐和留言。

“我要用自己的真诚和关爱，去感化和改变他们的人生”

志愿帮教 23 载，帮教对象都称她“唐妈妈”
她年过花甲，身体柔弱，却自愿投

身社区矫正事业，23 年来她进监狱帮教
200 多次，帮教服刑人员 50 多人，其中
16 人已刑满释放；她，每月仅靠退休金
维持生活，却多次出钱出物，帮助服刑
人员解决生活困难。 热心社区工作的她
被街坊邻居亲切地称为唐阿姨，而帮教
对象都喜欢叫她唐妈妈。 她就是滨湖区
河埒街道的帮教志愿者———唐凤鸣。

电网之下、 高墙之内，他
们穿着醒目的蓝白条相间的
衣服，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这是
囚犯。 作为特殊人群，自卑感
是他们人生前进的绊脚石。唐
凤鸣常说：“在服刑犯人眼里，
监狱代表国家和政府，我则是
代表社会、家庭，我要用自己
的真诚和关爱，去感化和改变
他们的人生。 ”1996 年下半年
起，唐凤鸣就成了社会帮教志
愿者， 开始以母亲的胸怀，帮
教和感化服刑犯人。

唐阿姨的帮教始于她原
单位一位老友的孩子，那个孩
子因感情受挫、一时冲动犯下
了无可挽回的罪行。入狱后他
一度意志消沉、 不服管教，老
友托她前往探监，方才得知对
方自卑情绪甚重。唐阿姨主动
与他结成特殊的帮教对子，送
上温暖和关爱，从此唐凤鸣在
这条路上一走就是 23 年。

23 年来， 唐阿姨在帮教
路上吃过很多苦，但她坚持了
下来。“很多服刑人员只是一

时糊涂犯了错，他们需要关爱
和帮助，而不应被放弃。”逢年
过节，她总是自己掏腰包买好
月饼、杏仁酥、奶粉之类好吃
的和日用品前去看望帮教对
象。哪怕是亲生母亲都只能隔
着玻璃打电话，唐妈妈却能面
对面跟他们交流，唐妈妈的工
作做得比母亲还要深入。就这
样，她用耐心、关心和爱心，让
众多失足者感受到了真切的
温暖，更为他们注入了生活的
信心和希望。

唐凤鸣把每一位结对帮
扶的对象当做自己的孩子一
样关爱。孩子们有没有吃饱穿
暖，有没有服从管教，甚至孩
子们家里是否有困难，都是她
的牵挂。

2012 年的第一场雪，没有
唐妈妈的温暖来得早。 一入
冬，唐凤鸣就顶着严寒，为她
的帮教对象侯某送去亲手编
织的毛衣。本来不会针线活的
唐凤鸣， 为了织好这件毛衣，
跑了无数趟针织店去学习织
毛衣，织了拆、拆了织，就在这
一针一线中，织出慈母对囚子
浓浓的牵挂。侯某从小是被领
养的，缺少母爱，从没人给他

过生日，也没吃过蛋糕。 2016
年，侯某 30 岁生日那天，唐凤
鸣给他送去了蛋糕和祝福，为
他庆祝了人生的第一个生日。
就是这样发自内心的关爱，温
暖了侯某的心。

唐妈妈每次只要一收到
帮教对象的书信，就会第一时
间带点东西前去监区探望。有
一年的酷暑，唐妈妈不惧炎热
前往探望侯某：“我把你的信
连看了 6 遍，白字连篇，你既
然让妈妈不要放弃你，那你就
要好好学习文化和技术。 ”时
至今日，距离唐凤鸣初见侯某
已过去近十年，这十年里，侯某
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书信上的

错字越来越少， 通过踏实改造
和辛勤劳动， 账上不仅攒了两
千多元，还获得了减刑奖励。

有一年大风大雨的一天，
唐阿姨接一个金坛的帮教对象
出狱，对方没有身份证，唐阿姨
拿着他的释放证四处奔波帮他
买票， 回来后唐阿姨发了 5 天
烧。 过了一个月，对方打电话给
唐阿姨汇报近况，一开口就激动
地哭了， 说找了个电焊工作，每
月能赚 6000元。 唐阿姨也很欣
慰，叮嘱他一要好好工作，不要
随意跳槽，二要对孩子多付出点
爱， 可以带孩子来无锡看看，三
是有时间就去找找孩子的妈，
为了孩子尽量圆这个家。

“母亲年纪大了， 去看望
服刑人员的路又很远，所以只
要有空，我都会开车送她去”，
在一次次的接送中，唐凤鸣的
儿子唐琦渊被母亲的行为深深
地感动了，“有一次， 我妈买了
很多生活用品和礼物去监狱，
原来她的一名帮教对象那天要
出狱。 看到母亲为对方整理衣
物时露出的微笑， 我顿时觉得
自己也应该做些什么”。

“我有儿有女，不图什么，
就是希望他们改造好了可以
早点回归社会， 这样我就完成

自己的使命了。 走上帮教这条
路， 我是一只脚跨出去就收不
回来了，帮教了十年八年的，不
可能半途而废。”随着年纪的增
长， 唐凤鸣对帮教对象的未来
产生了担忧。有一次，她指着陪
同自己来的儿子对侯某说：“我
死了还有你哥在。”一句简单质
朴的话语体现了大爱的隽永与
传承。 于是， 唐凤鸣将帮教的
“接力棒”传给了儿子，她告诉
唐琦渊：“妈妈年纪大了， 希望
你可以替我把这份爱心继续下
去。 ”如今，唐琦渊也已成为帮

教志愿者 12 年了，他先后与两
名服刑人员结对。 其中一名原
是某市新区管委会主任，因贪污
受贿被判死缓， 巨大的心理落差
使他变得暴躁和冷漠。 耐心的小
唐十分关心他， 常带些生活用品
和书籍前去探望。 当得知对方有
高血压后， 小唐又是上网查询又
是咨询名医，还为他配药，劝说其
爱人去监狱探监。 小唐还通过和
他的子女沟通，改善了其子女的
心理状况。 通过努力，这名帮教
对象的心情开朗了不少，而且通
过努力获得了减刑。

“我毕竟势单力薄，时间、精力有限，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了，能帮助到的人也不多了。 ”由于唐凤鸣帮扶的对象大多
是长期服刑人员，一个对象可能就需要用几年、甚至十几年
的时间去慢慢感化和帮助，所以十多年下来，帮扶的人也就
几十个。

2012 年 7 月，唐阿姨的感人事迹在社会上泛起了“涟
漪”， 其所居住的产山社区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走进了
无锡监狱。 社区党委书记带头结对，社区干部纷纷跟上，另
外还有热衷公益事业的居民代表。 首批帮教志愿团队共有
10 人，通过“一对一”帮教 10 名服刑人员。 开展工作之前，
唐阿姨还特地给志愿者们上了“培训课”，包括去监狱时穿
什么衣服、怎样与犯人接触、谈话时怎么展开、谈什么内容
等等。“监狱毕竟还是个特殊的地方， 服刑人员是特殊人
群，我们要多说积极上进的话，激发他们自觉、自立改造的
信心和决心， 增强他们改邪归正， 走向新生的勇气和毅
力。 ”

截至目前这支帮教队伍已十余次走入监狱。“集体行动
效果好，轻松氛围下，受教对象更容易将心里话说出来。 ”
帮教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帮教志愿者们也纷纷收到了
结对服刑人员的来信。 除了给服刑人员送去温暖之外，志
愿者们还充当倾听者、 传声筒的角色，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困难， 比如给予他们的未成年子女以心理辅导， 做好社区
矫正人员未成年人子女关爱工作等。

2016 年，江苏省无锡监狱为唐凤鸣颁发了社会帮教模
范志愿者奖，并成立了“唐妈妈爱心之家”，再一次对她这
些年来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至今， 在唐凤鸣的带动
下，已组建了 3 支共计 30 人的社会帮教志愿者团队。 现在
的唐凤鸣不再是单枪匹马了， 许多专业社工和社会爱心人
士也加入了帮扶行列。 如今她身边凝聚了一个 150 余人的

“爱心团队”，“监狱有 3000 多名服刑人员，我们现在能帮教
的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我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有耐心、
有爱心的人士来加入志愿帮教队伍”。

（晚报记者 潘凡）

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不懈

心中牵挂让她不离不弃

母子同心共煲“心灵鸡汤”

爱心接力组建帮教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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