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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看守所之前，罗海波在市公安局政治部做行政管
理工作。而到了这个特殊的团队后，她立即转换角色，始终
坚守在监管业务的第一线，监室管理、谈心、放风巡视、送医
陪护等日常基础工作中，总是能看到她亲力亲为的身影。

在管教三大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是监管工作中的重
点难点，那就是艾滋病在押人员。在这个谈艾色变的时代，
罗海波主动承担起了这项重任，8年来共管理艾滋病在押人
员数十名，她用自己的细心、耐心和真心一次次化解了监管
难题。

罗海波告诉记者，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刚到看守所才2
个多月的时候，她碰到一名因非法持有毒品而被羁押的张
姓女艾滋病嫌犯。当时，办案单位为了避免送押途中发生
咬人伤人等突发事件，并未将其感染艾滋病毒的检查结果
告知她。当张某在看守所接待大厅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她
的情绪几近崩溃，整个人陷入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不让
任何人靠近，更不肯被关进看守所里。

“说真心话，刚接触这类艾滋病人员，我心里也是怕怕
的，担心被她咬上一口。可是，我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不
能退缩。”罗海波说，当时，她也曾打算采取强制措施进行
收押，可考虑到日后对张某的顺利监管，她还是迅速平复
了自己的心情，一点一点地克服掉自身的心理障碍，用极
其柔和的语气跟张某聊天。

其实，张某对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心里还是有点清楚
的，只是一直不知道检测结果。而更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她
刚满周岁的儿子，她老公也因吸毒被抓了，儿子只有她妹
妹照顾，而且要等到一岁半才能检测是否感染艾滋病毒，
她很担心儿子也感染了。

罗海波找到话题，对张某说，“同样是母亲，我感同身
受，你心中的苦我也能够深深地体会，为了孩子我们都要珍
惜自己。”她还答应张某会及时跟她妹妹联系沟通，了解孩
子的检测情况，并询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张某这才放下防
备，说自己想吃蛋糕。罗海波立即叫人拿来她想吃的蛋糕，
张某也终于顺利被收押。

但罗海波并未就此不管，在后来的监管中多次找张某
促膝长谈，了解到张某除了孩子外了无牵挂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坚持从生活上无微不至去地去关心和照顾她，一方
面通过多种渠道为她打听孩子的消息。当罗海波将孩子
安好的消息告诉她，她渐渐打开了心扉。她在被办案单位
接走强制隔离戒毒的那天，向罗海波深深地鞠了一躬。

正是罗海波所给予的尊重和温情感化，终使得一个个
艾滋病在押人员脸上绽放了笑容，保证了监管、诉讼工作的
顺利进行。年轻的女民警们问起经验，罗海波说：“这些特
殊的人群虽然都是可恨之人，但她们也更是可怜之人，她们
惧怕病魔，却更怕冷漠，生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希望能
够用自己发自真心的理解、真诚的相待去鼓励她们，少一份
芥蒂就能多一份亲近，她们也就能多一份生存的勇气。”

春风化雨越高墙 泮林革音润人心
——记市看守所管教三大队大队长罗海波

罗海波，女，1994年7月参加公
安工作，2009年10月调任至市看守
所从事监所管理工作。在看守所工
作期间，她先后5次被评为年度优秀
公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14
年11月，她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宁波
市维护国家安全先进个人”，这也是
宁波唯一获此殊荣的公安民警。
2015年2月，她带领的市公安局看守
所管教大队三大队被授予“宁波市巾
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去年2月，她
被授予浙江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
号。近日，她被省公安厅推荐为“全
国妇女巾帼建功标兵”候选人。

“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向善的。”罗海波经常把这句话带在嘴边。
作为市看守所管教三大队的大队长，罗海波带领着一支清一色的女警队伍，她的工作对象，则是来自五湖四海羁押在高墙内的女性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短刑犯。
8年来，罗海波用她的敬业和女性特有的耐心和温情，将这高墙内的灰暗世界，变成了有颜色、有温度、有人情的世界，让一批又一批犯

下过错的女性犯罪嫌疑人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找回了生命的价值，也成就了罗海波自己的一次次跨越。

“管教管教，不仅要管更要会
教，要改变她们的内心顽疾，教会
她们向善。管理管理，不仅要管
更要会理，要管住她们错误的脚
步，更要帮助她们理顺未来人生
追求的方向和道路，这才是我们
工作的意义。”罗海波说，面对形
形色色的在押人员，她们不仅承
载着重于泰山的安全监管责任，
更是肩负着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
改造的社会使命。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意，但
罗海波总是坚持在细腻、温婉、谦
和的本性中管理，她坚持用爱心、
细心、耐心“三心工作法”对待在
押人员，教学法礼、尊重人格、体
谅感受、理解需求，实实在在地走
进在押人员的内心，成为在押人
员值得信赖的亲人、贴心人，被在
押人员亲切地称为“罗大姐”和

“罗妈妈”。
曾经有一名多次被关押的重

病嫌疑人袁某，个性极其刁蛮和
顽固，在羁押期间频繁用自残、撒
泼的手段来对抗羁押。入所后，
管教民警循循善诱也好，严厉狠
批也罢，她依然我行我素。由于
血压高被送入监管医院后，也拒

不配合治疗，频频用拔针管来对
抗。

从袁某入住监管医院后，罗
海波像亲人一般，多次买了些高
血压病人能吃的食品，利用休息
时间去医院看望她，对她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并多次与主治医生
沟通了解她的病情。在一次次的
探望中，袁某终于被罗海波真诚
耐心的说服教育感化了，流下了
激动的泪水，口口声声向罗海波
保证一定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回
到看守所。

还有一名因涉嫌盗窃、隐瞒
犯罪所得案件的王姓在押人员，
因为老公也入狱了，儿子离婚了，
孙子没人照料，再加上被查出肾
病综合症等原因，一直很消极抑
郁，有轻生的苗头。罗海波总是
耐心化解真诚开导，在发现其全
身浮肿后在第一时间亲自将其送
医就诊，并多次利用休假时间探
望照顾。

鉴于其身体原因和良好的认
罪态度，罗海波更是积极联系驻所
检察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见
到罗海波时，王某就像见到自己亲
人一样，几次边流着泪边要跪倒致

谢，罗海波总是一边制止一边告诉
她说，“与自由相比，生命才是更加
宝贵的东西，生命在，希望就在。”

后来，在罗海波的积极努力
下，办案单位为王某办理了改变强
制措施。出所后日渐康复的王某
想尽了多种方式要给罗海波送礼
致谢，但都被她拒绝。最终，王某
携家属特地订制了印有“仁爱仁德
为人民 救人救心救灵魂”字样的
锦旗，专程来到看守所向罗海波致
谢感恩。

罗海波已记不清有多少次父
母为她烧好的饭菜凉了又热、热
了又凉，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等着
她回家的儿子在她回到家时已经
进入了梦乡。当问起她后不后悔
的时候，她说，“对家人是愧疚和
无奈的，可是哪一个干警不是这
样？比我官大的、比我普通的都
在岗位上敬业坚守着，我一样没
有理由放弃和偷懒。如果能够用
我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教会更多的
失足人群懂得敬畏法律，能够让
在押人员改过自新，在新生道路
上成为社会和谐的力量，而不是
被社会遗忘或抛弃，是我最开心
的事，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女性在押人员虽然因各种
原因触犯了法律，但对美好生活和
精神世界的追求向往丝毫没有减
弱。”据罗海波介绍，她为此充分发
挥全体警员的创新能动性，坚持寓
教于管、寓教于乐，多次组织策划
推动新型教育感化活动的新尝试。

罗海波推动《弟子规》、《三字
经》等国学文化，英语教学等特色
文化课程有序地在监区开展，在
组织在押人员集体诵读、分组讨
论和互帮互学等形式的带动下，
在伦理道德教育中帮助在押人员
深刻反省错误，重塑信心。同时，
她还倡导开设了监室“悦读角”和

监室每月一报活动，将“读好书做
新人”的理念贯穿于日常，并多次
用自己的借书卡在各图书馆借来
好书供在押人员轮流阅读，为枯
燥单调的监室生活增添了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针对女性在押人员羁押期间
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暴躁等负面
情绪，同时又由于看守所生活环境
相对封闭，体育煅炼的时间相对较
少，缺乏适度的体育锻炼导致在押
人员关节、便秘、感冒等疾病多发，
罗海波和同事们结合瑜伽、佳木斯
广场舞等，自行编排了一套适合在
监室内运动的八小节“健身能量

操”，分别以脚踏实地、积蓄力量、
破茧成蝶、振翅飞翔、超越自我、自
强不息、绽放美丽、拥抱未来命名，
并编配了与动作、含义相辅相成
的贯穿整套操的旁白。

“在押人员在强身健体的同
时，更是接受到了管教民警所给
予的关爱和用心良苦的正能量的
疏导。”市看守所相关负责人说，
能量操的策划组织在实现女性在
押人员的身心双养和身心双治的
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为管
教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极好的
助力作用。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袁天亮

身先士卒 做勇于担当的领头人 春风化雨 做在押人员的贴心人

能动创新 做特色管教的探索者

主图：罗海波在巡查中。
小图：罗海波与监管对象谈心。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