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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张猛（化名）因涉嫌贩
卖毒品罪被送进看守所。“几进宫”的
他心存侥幸，企图再次以身患艾滋
病、肺结核等多种严重疾病逃避法律
制裁。

然而，随着达州市公安局监管医
院特殊病监区的建立和运行，张猛的
“如意算盘”不再奏效。

清除社会治安顽疾
实现“应收尽收”

像张猛一样把自身重疾、传染病等当
作“挡箭牌”的犯罪嫌疑人并非个例。此
前，由于公安监管场所医疗资源缺乏、医护
力量有限，导致一些病、残违法犯罪嫌疑人
反复流入社会，埋下治安隐患。这既是我
市公安机关执法的痛难点，也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

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依
法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监所被监管人数
居高不下，患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
的在押人员随之增多。而公安监管场所的
现有条件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监管工作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达州市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应势决
策。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积极探索公安监管
医疗卫生社会化、专业化改革工作，于 2018
年12月建立达州市公安局监管医院特殊病
监区，与达州市中心医院西区分院“联姻”，
推出“警医合作”工作模式。

得益于制度和管理层面上的“大跨
步”，病残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收治难、传染
病处置看护难、公安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看
病难也成为过往，实现了对违法犯罪嫌疑
人的“应收尽收”，为服务公安中心工作提
供了有力支持。

“警察蓝”+“天使白”
实现“1+1＞2”

当“警察蓝”和“天使白”交汇，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

朱三（化名）深有感触。因涉嫌贩卖毒
品，他被送进看守所。由于身患肺气肿、癫
痫，他被送至特殊病监区治疗。

干净整洁的环境，专业的医护人员，
监控录像、报警装置、医疗辅助等设施一
应俱全，不仅设立了会见室、讯问室、小
法庭，还设置了艾滋病治疗病房、肺结核
病室等……走进达州市公安局监管医院特

殊病监区，彻底颠覆了朱三曾经对监所和
医院的认知。

身体全面检查、专家会诊病情、制定专
属诊疗方案……来到监区，朱三经历了所
有在押病患都会经历的过程。

2月 2日上午 10时许，朱三癫痫病突然
发作，倒在地上抽搐不止。监管民警伍杨
发现后立即按照突发疾病应急救治方案实
施救治，通知市中心医院值班医生护士及
时到场对其对症治疗。10 分钟后，朱三逐
步恢复意识，生命体征较为正常。随后，监
区为他开辟绿色通道，朱三被转入市中心
医院住院部接受进一步检查治疗。

事实上，像这样警医合力展开抢救的
场景在特殊病监区早已屡见不鲜。截至今
年6月，特殊病监区已多次成功抢救危重症
患者，共为 50余人次患重病在押人员开辟

“绿色通道”转上级医院进行救治，并承担
了患者住院期间的看押任务。

“我们按照‘医疗为主，管理为辅’的原
则，由市公安局监管中心负责监管病区的
安全管理工作；市中心医院负责对被监管
人员进行病情诊疗和救治，双方分工协作，
强化联动，最大限度降低公安机关对被监
管人员医疗救治过程中的责任风险。”市公
安局监管支队支队长雷英龙表示。

据雷英龙介绍，为了确保收押入所、所
内治疗康养转院等各个环节的无缝衔接、
满足维护诉讼和保障权益的双重需求，市
公安局监管医院特殊病监区建立了监管、
治疗一体化运行模式，打造了集检查、会
诊、住院、抢救、康养等为一体的全市监管
医疗专业化中心。

人文温暖监所
让“高墙”内不再冰冷

在外人眼中，监所生活百无聊赖，对于
王珂（化名）而言，这里“别有洞天”。

因全身瘫痪，又患有心肌梗塞、腰部压
缩性骨折伴脊髓挫伤、胃糜烂、脑梗塞、结
肠病变、肺部感染等多种疾病，王珂被收治
到市公安局特殊病监区。

眼看无法炮制此前的方法从囹圄中脱
身，“穷途末路”的他变得异常暴躁，出现了
绝食、辱骂民警和医生等一系列行为，甚至
有自杀倾向。

一天夜里，趁着同监室人员熟睡之际，
王珂计划撞墙轻生。而这一幕恰好被正在
观看监控的监管民警杨龙发现，他快速调
动病监区警力制止。为了防止王珂再次自
戕，杨龙把王珂作为重点看护对象，对其进
行心理疏导，让其配合治疗。

治疗期间，王珂身体机能排斥反应强
烈，大小便失禁，每天都要更换衣服被褥，
深夜要上四五次厕所，每次如厕杨龙都会
背他去。

在杨龙的悉心呵护下，王珂的病情逐
渐好转。“感谢警察同志，我一定好好配合，
好好改造！”被杨龙感化的王珂彻底打消了
侥幸心理，选择正确面对法律处罚。

在图书室阅读书籍，或在健身房锻炼
身体，有心事找心理咨询师，有问题向法律
人士寻求专业意见……重拾生活信心的王
珂在特殊病监区过得“有盐有味”。

“虽然我犯了罪，但是在这里，我仍然
能感觉到温暖，生活也很充实。”在王珂看
来，特殊病监区非比寻常，既是一所可以治
病疗养、缓解生理疼痛的医院，又是一座充
满人文关怀、让人走向新生的救赎之地。

“他们虽是违法犯罪人员，但在我们眼
里，他们也是患者。”有着监管民警和心理
辅导员双重身份的李小东告诉记者，他们
致力于把特殊病监区打造成维护社会和谐
的重要阵地、展示法治文明的靓丽窗口和
治疗病患的特殊学校。

王珂的事例是监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背后隐含的是监管民警和医生为守好监所
安全“生命线”所付出的努力。

守好安全“生命线”
绷紧管理“安全弦”

安全是监管的生命，管理是监管的灵
魂。

2020 年 1 月 23 日，达州首例输入性新
型肺炎确诊患者在达州市中心医院西区分
院接受隔离治疗，而此处正是达州市公安
局监管医院特殊病监区所在地。然而，令
人意想不到的是，“新冠”患者的隔离病房
与特殊病监区工作区域只隔着一条走廊，
可以想象，如果防护措施不到位，势必造成
交叉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封闭执勤期间，我们监管民警既要保
障监所的绝对安全，还要负责在押病患的
紧急医疗处理，可以说任务非常艰巨。”监
管民警李小东说。

如何书写好监所安全答卷？唯有迎难
而上。

市看守所副所长、特殊病监区负责人
卫俐带头冲锋，以监所安全为底线，以规范
管理为防线，严格实行全封闭管理。加强
每日监所巡诊、畅通就医机制、加强思想教
育和心理疏导，让在押病患消除顾虑，安心
改造……30 多天来，监管民警和医护人员
以超人的毅力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他们筑起
一道道“铜墙铁壁”，护卫着特殊病监区的
一方平安，书写着“警察蓝”和“天使白”的
使命担当。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特殊病监区各
项防疫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监所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向好，有力保证了特殊时期，我
市刑事、行政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警察蓝”+“天使白”化解执法痛点
——走进达州市公安局监管医院特殊病监区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丁畅 实习生 陈芋汁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孙伟 实习生 陈诗语） “我不想减肥，
不想受父母管束……”日前，开江县长岭派
出所接到一通紧急报案电话，报案人称 12
岁的继女王某某留下一张纸条后，从天星
寨村离家出走。民警接警后通过多种渠道
全力搜寻，终在20日傍晚找到了王某某，并
迅速通知家人将她接回了家。

7 月 18 日，长岭派出所接到报案电话
后，民警立马将女孩王某某的相关信息发
送到本辖区乡镇、村组工作微信群和邻近
辖区派出所工作微信群内。同时联系了王

某某的老师和同学。
民警在搜寻中了解到，王某某的家庭

情况较为特殊，她跟着家中老人在天星寨
村生活，平时与父母缺乏沟通。之前，她也
因为一些琐事离家出走过，但均被家人寻
回。民警前往其同学、朋友家寻找……经
过三天的不断搜寻，20日傍晚，民警在长岭
镇中山坪村附近找到了离家出走的王某
某。

民警将王某某带回了派出所，并通知
家人来接她，但王某某不愿回家。据了解，
12 岁的王某某体型偏胖，其继父考虑到健

康等要求她减肥，但她不愿意，再加上其他
各种因素，王某某冲动之下离家出走。经
过民警的耐心劝说，王某某最终跟家人回
了家。

民警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是家长的陪伴。家长
应多与孩子沟通，并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和变化。此外，家长还要注意沟通的方式
方法，以免孩子产生抵触情绪。营造温馨
和谐的家庭环境，才更有助于孩子的健康
成长。

12岁女孩因胖出走 民警搜寻3天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