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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今年是她在安徽省女子监狱服刑改造的

第 9 个年头。今年 6 月，她的母亲从重庆赶

来探望她，见面后，泪眼婆娑的母亲告诉她

一个震惊的消息：哥哥病了。

李璐的哥哥在重庆当法官，并于今年4月

被查出患有白血病，经化疗仍不见好转，病情

十分危急，医生说，只有尽快移植造血干细胞，

才有可能延续生命。然而，兄妹俩的父亲早年

去世，母亲年纪大了并患有糖尿病，不具备手

术条件，而哥哥膝下又无子女，正在狱中服刑

的李璐成为他唯一的救命希望。

“请监狱救救我的儿子，让我女儿做一

次骨髓配型。”会见结束后，李璐的母亲向

民警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并提出了申请。李璐回忆起曾经和哥哥相

处的场景，也是泪流满面，“我一定要试着

救回哥哥，如果没有他，这个家就垮了。”自

从父亲去世以后，哥哥就成了这个家的顶

梁柱。不同于她的不争气，哥哥一直很努

力，不仅事业蒸蒸日上，还让母亲有了一个

安稳的晚年。

民警仔细核对李璐母亲带来的医院证

明，并打电话反复进行核实，确认情况属

实。随后，在征得李璐的同意后，监狱医院

为她做了血液采集，并送往社会医疗机构进

行配型检验。不久后，兄妹二人骨髓配型成

功的消息传来，这让李璐喜出望外。她向监

狱提交了申请，准许她移植造血干细胞挽救

哥哥的生命。

法官哥哥患上白血病，狱中妹妹配型成功

皖渝两地监狱协作千里转监，搭起“生命桥”
安徽和重庆，相隔1200多

公里，身在重庆的法官哥哥不幸

患上白血病，身在高墙内的妹妹

李璐（化名）是他唯一的救命希

望。为了搭起“生命桥”，皖渝两

地监狱通力协作，特事特办，展

开一场千里转监行动。昨日，记

者从省监狱管理局获悉，目前，

李璐已从安徽省女子监狱转至

重庆市女子监狱服刑，接下来，

她将接受全面体检，并调整好身

体各项指标，为给哥哥移植造血

干细胞做好准备。

□尤仁祥赵昕晖记者马冰璐

7月25日凌晨，一辆警车停靠在

合肥新桥机场，省女子监狱的 4 名民

警押解着李璐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

机。两个小时后，李璐等人抵达重庆

江北机场，与早已在此等候的重庆市

女子监狱民警会合，押解和交接任务

顺利完成。

鉴于李璐的情况特殊，为了保证其

改造情绪的稳定，两地监狱民警达成了

沟通机制。据重庆市女子监狱民警介

绍，对李璐重新收监后的第三个工作

日，李璐与其家人进行了会见，从其家

人带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李璐哥哥的

现状，他正在当地医院接受第二阶段化

疗。躺在病床上的他身体消瘦、面色苍

白，头发已所剩无几。

7月31日，省女子监狱第一监区

教导员李莉接到了李璐母亲从重庆

打来的电话，“感谢政府，感谢监狱民

警，是你们给了我儿子重生的希望

……”话没说完，电话那端的老人已

泣不成声。李莉温言安抚着她，并了

解到重庆市女子监狱将安排李璐接

受一次全面体检，并调整好身体各项

指标。待其哥哥化疗结束后，医院将

开展骨髓移植手术。

皖渝协作千里转监，搭起“生命桥”

监狱接受了李璐的申请，迅速

与其哥哥就诊的医院取得联系，但

如何进行移植，却令民警犯了难。

皖渝两地相隔1200多公里，路途遥

远，若在安徽提取骨髓再空运到重

庆，造血干细胞的活性或许会因为

长途运输而受到影响；让李璐的哥

哥转院到安徽来手术，他的身体恐

怕又吃不消。几番协商，只有让服

刑人员李璐出监，赶赴重庆，在当地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是最可行

的方案。

然而，监狱对于押解服刑人员出

监一向慎之又慎。更何况，造血干细

胞移植期间，李璐要在重庆呆上7至

10天，这不但需要调动大量警力，而

且也存在看押风险和安全隐患。

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手术

迫在眉睫。经慎重考虑，省女子监

狱将情况上报到省监狱管理局，申

请将李璐从合肥转监到重庆服刑，

以便就近安排移植手术。经层层上

报，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予以批准，决

定将李璐收监于重庆市女子监狱。

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视下，整个申报

审批的流程不到一天就办理完毕。

好消息传来，李璐喜极而泣，一

个劲地说着“谢谢”，“将来等我出去

了，我一定不再犯罪，多做好事，回

报社会。”

特事特办，审批流程不到一天完成

法官哥哥患病，狱中妹妹成唯一救命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