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象变了
镜头中，罗荫国和朱育英都理了光头、穿着囚服，与

他们在台上任职时判若两人。

这些职务犯罪服刑人员与其他犯人一样， 住在
12

—

14

个人的监室里，每天早上起床要学习，要熟记、

背牢服刑人员的
38

条行为规范。

罗荫国入狱已有七八个月的时间，自称已经适应了
监狱的环境。他对记者说，在监狱里的生活与之前的“记
忆环境”是天地之别，说到底就是人失去自由之后带来
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会伴随整个服刑期间。

称呼变了
去年，广东监狱管理部门为了避免对职务犯罪服刑

人员“打招呼”“找关系”等情况，决定将他们进行集中关
押、严加管理，避免不正之风。

正是由于集中关押，所以在罗荫国所在监区，有许
多人都曾是他的部下。

罗荫国在落马后， 曾经供出
100

多名处级以上官
员，其中就包括朱育英。

朱育英与罗荫国的监室靠近，经常碰到面。他说，见
面打招呼，我喊他“老罗”，他叫我“老朱”，我们也不会聊
过去贪腐、犯罪的话题。 罗荫国似乎也早就习惯了这种
称呼和话题，他说，在监狱里只谈生活，既来之则安之。

工作变了
劳动改造，就是犯人的“工作”。 在车间里，罗荫国、

朱育英同其他普通刑犯一样在彩灯制造流水线上作业。

罗荫国说，他的任务就是往小灯泡里装灯丝，一开始每
天只能做

1000

个，现在能做到
4000

个了。他还说，这种
工作以前没有干过， 稍有不慎， 灯丝就会扎进手里，很
疼，不过现在已经熟练了。

今年已经
63

岁的朱育英是老花眼， 还患有严重的
糖尿病，所以他的任务量较少，每天做

2000

个。 即使这
样，对于他来说，这项工作还是有些吃力，有时为了完成
任务，甚至连厕所都不去。 他对记者说，任务一定要完
成，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嘉奖。

爱好变了
在阳江监狱，每个犯人每个月可以有

500

元的零花
钱，罗荫国之前多用来买烟。可他最近把烟戒了，钱都用
来买书。 他对国学的书籍情有独钟，书架上摆着《品国
学》等书，还认真做了笔记。 记者翻看了他的笔记本，发
现他记录了《季羡林随想录》的一段《不完满的人生》。罗
荫国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

:

“对，不完满才是人生。 ”

在监狱里，一周六天劳动，周日是休息日，犯人可以
参加兴趣活动。在书法兴趣班里，基本上都是职务犯罪服刑
人员参加。在记者采访时，另外一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姚
志方写了一幅字“志士不饮盗泉，廉者不受嗟来之食”。

他自我感叹说，有点晚了，但是能亡羊补牢。 改造好，重
新做人，还是给自己一个安慰，一个归宿。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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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墙里的落马官员在干啥
每天加工灯泡戒烟读国学练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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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节目
《高墙里的官员们》，透过镜头，揭秘了
落马官员在监狱里的生活状态。

节目的主人公是罗荫国和朱育英，

他们曾分别担任过广东茂名市委书记
和茂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都因贪腐入
狱。 他们所在的广东阳江监狱，关押了
200

多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这些人都
曾经身居高位， 是主政一方的领导干
部、公务人员，如今却成为一介囚徒。进
入高墙里的他们，有什么变化？

编织天网政策“攻心”

“追逃风暴”堵住外逃之路
公安部境外追逃专项行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

表示，外逃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案后仓皇
出逃，一类是经过精心谋划后伺机出逃。前一类以
经济犯罪居多，比如“美女高管”陈怡；后一类则主
要是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领导， 比如“金融裸
官”高山等。

追逃：织就天罗地网
据公安部统计，外逃人员的目的地非常分散，

既有美国、加拿大、比利时等欧美国家，也有尼日
利亚、泰国等国家。在策划外逃时，伪造身份、转移
财产、亲属移民等是其主要手段，而频繁的出国记
录、账户资金异动等就是明显信号。

被称为“最美高管” 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怡被捕是海外追逃的经典案例。

2013

年
7

月，在策划寿险产品变造为固定收益理
财产品大肆销售“庞氏骗局”暴露后，陈怡精心设
计了自以为隐秘的出境逃亡路线： 先从上海飞至
香港，在港短暂停留后飞往韩国，紧接着便飞往斐
济。

她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很快
就摸清了她的出逃轨迹， 并向

190

个国际刑警成
员发布“红色通缉令”。 仅仅

60

小时之后，陈怡就
被中国公安机关在斐济机场出入境关口拘捕。 见
到民警时， 陈怡表现得难以置信：“从上海到斐济
远隔万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 ”

抓逃：加强政策“攻心”

出境了，并不是逃亡的终点。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刘冬说， 很多
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言不好， 难以融入当地生活

圈，就是在华人圈也不敢露面，有的人还受到当地
黑社会组织的敲诈。 “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位基层
银行的行长，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
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 ”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温州市原副市长
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
家， 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惶惶不可终日。 被捕前， 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
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
而平静下来。

正是这样在国外生活的窘境， 让缉捕行动组
对外逃人员的劝返工作变得容易一些。 在“猎狐”

行动中缉捕归案的
88

名外逃人员中，有
40%

是通
过劝返回国的。

2007

年
1

月，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因
腐败问题东窗事发， 持弟弟胡波护照仓皇出逃到
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
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专案组细致地分析了胡
星的心理状态，在新加坡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在胡
星入住的酒店房间外展开了耐心的“攻心战”，终
于成功说服胡星签下《自愿回国申请书》。

刘冬表示，除了劝返，移民法遣返、引渡、借助
国外司法力量异地追溯等方式也是追逃的重要方
式。 近几年跨国追捕行动带回的，有潜逃境外

14

年的某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行长余国蓉、 中国
海运

(

集团
)

韩国釜山公司原财务经理李克江，还有
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
街支行原主任高山等。

（据《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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