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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彭湘
看完王杏芬的《青春·缪伯英》一书，我信手

在黑色键盘上打字。在输入法不断完善的今天，“缪

伯英”这个名字不是一个常用词组，而是需一个一

个字打出。难道英雄的故事在斗转星移的岁月长河

中已渐渐沉寂？

不，不会的。

我越过电脑屏幕，看着远处的山，郁郁葱葱，

依然静穆着。青瓦白墙，延伸到远方的稻田，还有

黄色的泥巴路，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孩在田间小路上

奔跑着，身后留下的是一串笑声，那声音爽朗清脆。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女孩心中有着一轮红太阳，将

来还会成长为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她就是缪

伯英。

在作者王杏芬的笔下，缪伯英的形象跃然纸上，

如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一位邻家姐姐，有着直率活

泼天真的鲜活性情，有着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王

杏芬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感和笔触，用还原历史真

实与烂漫的艺术真实的方式，触摸英雄的精神世界，

寻找英雄在生命历程中璀璨的光华，给我们呈现了

一位把壮丽青春献给了中共初创时期，穿越腥风血

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女性光辉形象。

比如，缪伯英因为刘三华的丈夫溺杀女婴而义

愤填膺，她那时年仅 14岁。在作者笔下，英雄从

不放弃、妥协。正是因为有一颗不畏惧的心，在当

时严峻的社会环境下，缪伯英剪掉长辫，选择了一

条与千万女孩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一条路，充满凶险，

需要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斗志。我们更不能忘却，她

是女性，她用柔弱的双肩在中国革命史的长河中挑

起责任和使命，这难能可贵。

再比如，缪伯英欣然接受李大钊的建议，加

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在和平

年代，加入共产党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在那

个年代，是光荣，但更带着危险。新生的政党前

途未卜，加入它需要莫大的信念支撑。“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缪伯英和杨开慧、向警予等众多湘

妹子一道，成为妇女革命运动的先驱，并担任湖

南第一位女工部长。这样的称谓在一个女性革命

者身上，是沉甸甸的。

峥嵘岁月，辉映日月。书中的缪伯英，面含浅

笑，在那柔弱的躯体下，更有着铮铮铁骨。面对强权、

面对阻挠、面对分离，她从没有退却，巾帼不让须眉。

她也有柔情。她与丈夫何孟雄一起被赞誉为“英（缪

伯英）雄（何孟雄）夫妻”。当听到丈夫被捕的消息

时，她有作为妻子的焦虑，也更清晰地认识到冲破

社会黑暗和寻找自由的重要。

作者在写这些内容时，重点刻画了缪伯英的内

心世界，还有神态。一个女人，她的爱，她的恨，

她的坚强，总是交织在一起，让读者跟随其情感的

步伐而揪心。

直至生命终结，缪伯英不忘革命，发出了“未

能战死沙场，真是我最大的遗憾”的长恨之音。这

与历史长河中仁人志士精忠报国、舍身取义的情怀

何其相似。

因此，《青春·缪伯英》的出现，契合我们的

时代需求。人总是需要信仰的，特别在当今时代，

我们的精神世界需要凝聚信仰力量。

英雄也是凡人。缪伯英因为有信仰，选择了不

平凡的人生之路，从普通女子成为传奇，成为历史

中光辉的一笔，对现代社会濡染人们向上的精神、

观照内心有着重要作用。“既以身许党，就应当为党

的事业牺牲”，青春不言悔，缪伯英用自己短暂的三

十载生命奏响了女性革命者的一首青春之歌。

英魂永远在闪烁光芒，辉照历史的天空。英雄

从不曾，也不应，更不会被遗忘！

《青春 · 缪伯英》读后感——

青春不言悔

专访湖南首个女子看守所所长——

高墙内建“电视台”，铁窗里当知心人

你或许想不到，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
竟然可以看《歌手》、《开讲啦》、《百家讲坛》、

《今日说法》等热门节目，还可以就此展开
话题讨论——这个时髦看守所就是湖南首
个专门羁押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长
沙市第四看守所，也称长沙市女子看守所；
而播放这些新鲜好玩内容的平台则有一个
美丽可亲的名字——杜鹃电视台。

这个电视台，凝聚了该看守所 30 余名
民警、辅警的共同努力，而他们的主心骨，
就是今年 40 岁的所长肖猛。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电视台”名称由“归案”到“杜鹃”
2010 年，长沙市第四（女子）看

守所成立，肖猛任第一任所长。

虽然名里带“猛”，但肖猛身上

却有股与之截然相反的亲和气质。

今年 6 月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初

见她时，她刚刚从医院劝服两名绝

食的在押人员归来，英挺的眉眼间

略有疲色，但接受采访时的语气仍

旧温柔动听。

说起自己一手创建的杜鹃电视

台，肖猛有些不好意思：“说是电视台，

其实不过是个电教系统罢了。”

“目前它是作为我们日常工作的

辅助工具。”肖猛表 示，民警会播

放一些正能量、寓教于乐的专题节

目，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闲暇之

时会用舒缓的轻音乐来帮助在押人

员释放精神压力。“更重要的是，通

过观看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电

视节目，能让在押人员不至于与外

界脱节。她们中的很多人将来还是

要回归社会的，我不希望她们在出

了看守所之后，对外面的世界无所

适从。”

27 岁的在押人员黄某告诉记者，

她本以为看守所“环境很恐怖”，进

来后发现，因为杜鹃电视台的存在，

“我跟这个社会还是有联系的”。

“接下来，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大

杜鹃电视台的职能。”肖猛告诉记者，

她想邀请专家来为在押人员讲解法

律知识，并让她们和管教干警之间

能有更多渠道交流互动。

肖猛透露，杜鹃电视台原名“归

案”，在女子看守所成立后，很多同

事认为“归案”这个词“太重了”，“毕

竟看守所里关押的大多是犯罪嫌疑

人，还不能完全确定她有罪”。

大家一合计，将名字改成了“杜

鹃”。“杜鹃花开得特别红火和茂盛，

象征自强不息、生命力旺盛，我们觉

得这个寓意特别美好。”肖猛说，从“归

案”到“杜鹃”，不仅仅是名字上的

改变，更反映了监管制度的变化，“越

来越人性化了。”

是民警，也是心灵伙伴
看守所的工作，对于外界来说

很神秘，也让一些女民警最初有一

点抗拒。

“工作地点就是电网、高墙、铁

窗，觉 得压 抑。”肖猛 说，1998 年

从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一毕业就

从事看守所监管工作后，她发现这

份职业并没有想象中简单。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

个监室里住着那么多女人，事情之

多可想而知。”肖猛介绍，相比男性

在押人员，女性在押人员更为感性，

情感更脆弱，绝食、自残等事件的

发生概率更高；病患率相对更高；

因为杂事发生争执，甚至打斗的情况

也更为常见。

对此，肖猛选择了最耗时间却

最有用的方法 ——沟通。“只要一

闲下来，我就找她们聊天。”磨破了

嘴皮子后，肖猛发现，这些在押人

员虽然可能做过错事，但也有可悲、

可怜的一面，她们也渴望别人的关

心与帮助。

“严格管理和温情感化，两手都

要抓。”肖猛特地去学了心理学，还

带动身边民警一起学。她希望通过

自己的工作，能让死刑犯平和度过

最后的日子，能让其他在押人员洗

心革面走出高墙。

于是，帮助身体溃烂的在押人员

洗澡，安排人陪同在押人员的女儿高

考，给在押人员过生日，调解未成年

在押人员与父亲重归于好……这些

都成了肖猛和同事们的日常工作。

在沟通过程中，肖猛也遇到过

危险。今年上半年的一天，有两名

在押人员因纠纷打架，肖猛带着值

班民警前去处置时，一名年轻在押

人员不听劝告，抬腿就向她狠狠踢

了过来。好在肖猛及时避开，并和

民警联手将她制服，但“有同事脸

被她抠破了，还有的脚被她踢伤了”。

刚松口气，这名在押人员趁人不备

撞墙自残，肖猛来不及生气，赶紧

和同事把她送到医院缝合伤口。

多年前的一个死刑犯仍然让肖

猛印象深刻。“她因吸毒过量产生幻

觉而杀了人，被判了死刑后心态很消

极，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肖

猛每天都找她谈心，对她的生活照

顾得无微不至，给她送书，密切关

注她的思想动态。在肖猛的关怀下，

这名犯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心态趋于

平和。最后，在被押赴刑场前，当

法官问犯人有何遗言时，她说 ：“我

只想见见肖干部，她教育了我，帮

助了我。”

因坚持而美
看守所的工作强度非常大。“这

三个星期，我只休了一天半的假，还

是因为我妈妈过生日。” 

实际上，工作了 19 年，肖猛从

未在家里过个完整的年三十。“我们

所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家住长沙

地区的民警，吃完年夜饭后即使没

排班也要回所里，和值班的同志聊

聊天，和在押人员也谈谈心。”

虽然家人理解，但肖猛有两次

都写好了离职申请。“密集的 24 小

时值班、繁杂的琐碎事务、伤心的

误解误会，加上头顶上时刻高悬的

监所安全之剑，都让我倍感压力。”

但因为热爱，肖猛最终选择了坚持。

在肖猛的带领下，长沙市第四（女

子）看守所实现了连续 6 年监所“零

安全 责任事故”、执法“零过错”、

队伍“零违纪”、群众“零投诉”、舆

情“零负面”；2013 年至 2016 年连

续四年被公安部评定为“全国一级

看守所”。

肖猛本人先后荣获“湖南省优秀

人民警察”、“长沙市十大杰出青年”、

“我最喜爱的十佳人民警察”等称号。

“每次看到有在押人员从监所里

出去时，我都会想，千万别回来了。”

肖猛说，“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做的

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

正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的肖猛。

扫一扫，
看女子看守所
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