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晟铭先生与黄玉媛女士于公元
2024 年 4 月 2 日（农历甲辰年二月廿
四）正式结为夫妇。赤绳早系，良缘永
结。共宣大雁之誓，同约百岁之盟。

特此登报，敬告亲友，亦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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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好奇，走上帮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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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感谢你，没有你相助，后果不堪
设想。”近日，一对七旬老夫妻带着锦旗来
到惠山区玉祁街道文体服务站，感谢好保
安顾建伟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救了他们
孙子的性命。

事情还要从上月初说起。“不好了，有人
倒下了！”3月初的一天下午2点，玉祁街道
文体服务站图书馆管理员韩恺云突然听到有
人大喊，她赶忙抬头看向呼喊方向，发现一个
脸色苍白的大个子男生捂着胸口，表情很痛
苦，人从凳子上滑了下去。韩恺云第一时间
快速跑下楼寻求救助。此时，正在楼下执勤
的保安顾建伟，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

顾建伟立刻让韩恺云打110和120，
同时疏散围观人群，再让人把窗户打开，让
病人能够呼吸通畅。他不断呼喊对方，摸
对方脉搏发现几乎没有跳动，试探其鼻孔
也是气若游丝。内心紧张的顾建伟强令自
己冷静下来，并开始按照记忆中学过的急
救知识给对方做人工心肺复苏。大约2分
钟后，倒地的人醒了过来。顾建伟赶紧把
他头垫高，同时尽量引导他说话，并按摩对
方的胸口，帮助其呼吸。很快，120人员赶
到，男生被送往医院。

被救的人叫小刘，21岁，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如抢救不及时，后果真是不堪设
想。“人命关天，出手相助是必须的。”顾建
伟说。 （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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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之下、高墙之内
的服刑人员，穿着醒目的
蓝白条衣服，自卑是这群
人重新回归社会的最大
绊脚石；社区里的矫正人
员，虽然与普通居民无
异，但生活中总带着些许
疏离。在滨湖区的产山
社区，有一位快到耄耋之
年的老人，将帮助这些特
殊人群回归社会当做了
终身事业，用点滴善语感
化了一个个高墙内坚硬
的心。

有一次聊家常的时候，我
的朋友们才知道我在做帮教工
作，并且已经做了多年，这让她
们很吃惊。她们也想参与进

来，我对她们说，帮教不能是一
时兴起，必须要有爱心、耐心和
信心。

这28年间，我最多一年去
了监狱9次，或许是我的行为感
动了帮教对象，后来他们都叫我
为“唐妈妈”。每逢过年，我的手
机就会响个不停，都是孩子们发
来的祝福短信，写给我的信更是
贴了半面墙。在这期间，看到我
年纪渐长，我儿子只要有空便会
开车送我去监狱，在一次次接送
中，他也接受了帮教这一充满意
义的行为，最终也成了一名帮教
志愿者，先后与6名服刑人员结
对。

随着帮教工作的持续开展，
我的事迹在社会上泛起了些许
涟漪。2012年7月，产山社区组
建一支志愿者团队走进无锡监
狱，并且中国好人彭德英来了、

江苏好人潘红娣来了，无锡好人
李新平来了，自由职业者、销售
员等普普通通的爱心志愿者也
来了，我的身边突然之间就聚集
起了一支从“60后”跨到“90后”
的帮教大军。

去年，无锡首个帮教工作室
——唐凤鸣帮教工作室成立。
在我获得了江苏省“十佳十优”
优秀帮教志愿者时，主持人问我
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当时
就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
到团队中来。”现在回过头来发
现，我们帮教志愿者团队的足迹
已经遍布无锡、常州、苏州、南通
等地，帮教对象超过100人，今
年5月，我们团队还将第一次去
往南通女子监狱开展帮教工
作。我欣慰地发现，我坚持了28
年的事情，已经有人接过了接力
棒。

每当有一名帮教对象在我
的帮助下好好改造，回到社会重
新做人，都会让我觉得“工作”充
满了意义。

此前，有一名帮教对象出狱
后，我一直送他到车站，看着他
上了回老家的车。两个月后，我
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他利用在
服刑期间学到的电焊技术找到
了工作，并且工资不低，已经有
了新的生活，还在努力改善孩子
对自己的态度。我嘱咐了他三

句话，第一是要珍惜现在的工
作，不要随便跳槽；第二要多交
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第三
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好，把自己的
小家弄好。

开始做帮教工作的时候，
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今天
去看望了谁，说了什么话，都记
了下来。后来，随着帮教的人
越来越多，日记反而写得简单
起来。统计下来，这28年我帮
教服刑人员55人，已刑满释放

的有16人。
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的

“业务”范围有了扩展，我主动
承担起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融入
社会的责任。我一个个走访这
些人员，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需求，尽自己努力去帮助他
们。而我之前的帮教经验，我
在监狱内的所见所闻，让我在
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工
作很快便开展起来，得到了各
界认同。

到今年为止，我从事帮教这
份没有工资的工作已经28个年
头了，而我也即将步入耄耋之
年。从事帮教，是源于一次好
奇。1996年，无锡市老干部局组
团去无锡监狱开展志愿活动，当
时，我对监狱的印象仅限于想象，
出于好奇，便报名跟着去了。活
动期间，服刑人员迟钝的眼神、小
心翼翼的神态触动了我的内心。
我了解到，其中有很多人是一时
冲动，最终导致如今的后悔莫及，

他们想改造、想回到社会，但又
充满了胆怯与自卑。我当时就
想，能不能帮助到他们？

在监狱方面的支持下，我开
始了帮教工作。我第一个帮教
对象是一个感情受挫的孩子，一
时冲动犯下了无可挽回的罪
行。我与他结成特殊帮教对子
后，隔三差五就去探监，逢年过
节更是买点吃的用的去看他，让
他知道这个社会并没有抛弃他，
希望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

社会。第一次做帮教，我不知道
自己的方式对不对，只是努力扮
演着一个“妈妈”的角色。好在
付出最终有了回报，孩子在狱中
的表现越来越好。

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走上
了帮教之路，这一做就是 28
年。在此期间，我也先后获得江
苏省“十佳十优”优秀帮教志愿
者、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十佳社
会帮教使者”、无锡好人等荣誉
称号。

从一次好奇开始，走上帮教之路——

我坚持28年的事，有人接过了接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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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急救知识
保安关键时刻救人

这份“工作”充满意义

从“唐妈妈”到一支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