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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反诈“老男孩”手握“流量密码”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实习生 范嘉豪

　　走在北京市房山区的大街小巷，抬眼可见大

大小小的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标语和防范宣传

片滚动播放。房山区的反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群众识骗防骗的能力增强，这其中，凝结着民警

刘春的心血。

　　刘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人口管理和

基层工作大队二级高级警长。现年57岁的他称

自己是反诈“老男孩”——— 虽年过半百，但刘春

玩儿起自媒体一点不含糊，微博、快手、直播宣

传反诈，他收获了大量粉丝。参加公安工作31

年，刘春曾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4

次，获评“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北京

市政法系统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北京市公

安局爱民模范”。

“快嘴”警官扎根社区搞宣传

　　25年前，年轻的片儿警刘春来到房山区城关

街道矿机社区，这一干就是14年。社区居民6000

多人，且老年人居多，提升百姓安全防范意识成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作看似简单，实际操作下来却让刘春绞

尽脑汁。挂横幅、贴标语、入户走访，这些“常规

操作”并不能完全满足社区的实际需要，要让

大爷大妈们将防范内容听进去、听明白才是

重点。

　　刘春左思右想，认为做细做深群众工作还是

先要老百姓乐于接受。社区警察不仅要耐得住性

子，“磨破嘴、跑断腿”，更要会用巧劲儿。“让宣传

跟着警情走”，刘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结

合丰富的工作经验，将安全防范知识编排成小

品、山东柳琴、小快板等特色曲艺节目。他自编自

演的评书故事《擒魔记》、小品《街头陷阱》等，在

给群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让安全防范宣传更加

入脑入心。

　　除了自己做宣传，刘春还邀请群众一起参

与，组织社区文艺骨干成立文艺宣传队，居民在

欣赏小品、快板书、三句半等安防宣传小节目的

同时，主动防范意识提高了，带动社区治安好转

了，大家对刘春更加认可了。

“刘师父”带徒弟尽心尽力

　　由于基础工作扎实、社区防范经验足，2016

年，刘春被调到房山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

作大队，专门负责可防性案件防范经验的推广和

传授。

　　以前社区情况清、底数明，出什么事情都应

对自如。如今，全分局社区民警需要业务指导，全

区319个社区需要操心，刘春感觉自己可以主动

作为，可以做得更多。

　　“只有把安全防范知识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方式相结合，才能入脑入心取得实效，要想搞好

社区安全防范还得靠面对面的宣讲。”说干就干，

刘春开始探索安全防范宣传的新模式。“安全防

范大讲堂”就这样应运而生。2016年，刘春搞了

150场宣讲活动，大到燕山影剧院、区政府门前的

大广场，小到山里的停车场、学校的小课堂。此

外，他还根据辖区群众的上下班时间，赶早场、开

夜场……累积下来300个小时的演讲、2000公里

的路程，嘴皮子越说越溜、腿越走越细，刘春的身

体也开始发出预警信号。

　　“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去宣传，这个覆盖面

是不够的。”2017年，在分局的支持下，基层遴选

出的33名优秀社区民警加入大讲堂“小教员”团

队，“安全防范大讲堂”品牌从此打响。

　　“我从怎么能把话说好了开始教，看着他们

从紧张拘谨到熟练自如，我特别有成就感。”从做

课件到具体培训，从讲课技巧到上台展示，刘春

毫不吝啬地拿出毕生所学。

　　一来二去，“小教员”们都开始叫刘春“师

父”。刘春自知远没有尽到师父的责任，反倒是这

些年轻人的那股子“敢操心、会着急、能解决”的

拼劲儿和干劲儿，给了他继续在安防宣传的道路

上走下去的动力。

“网络达人”用流量护平安

　　2005年，刘春与当地电视台合作，创办《矿机

警务》栏目，将安全防范知识包装成小品、山东柳

琴、小快板等特色曲艺节目，向群众宣传安全防

范知识。

　　此后，刘春将目光锁定到了微博、快手、抖音

这些受众广、传播快的新媒体上。他以“不说不知

道 防范最重要”为名注册账号，并在房山分局开

设直播间，才艺兼备的他成为北京首个民警

主播。

　　2018年，在公安部的邀请下，刘春为全国观

众呈上一堂主题为“知法守法 远离赌博”的直播

安全课，在全国16家主流直播网站的转播下，安

全防范节目火爆全网，刘春也成了反诈直播的

“流量密码”。刘春的直播品牌已经陪伴群众走

进了第6个年头，从开始的几百人到现在的十几

万人看直播、听防范、写留言，刘春觉得这是对

自己多年耕耘的最大肯定。

　　如今，直播之外，57岁的刘春每天都要梳

理警情信息，看到有关电信诈骗的警情就会

第一时间咨询相关业务部门、回访相关事

主。看到事主的懊悔甚至崩溃，刘春发自内

心地想跟那些骗子们斗一斗。用他的话来

说，这些骗子的恶行激发了他的胜负欲，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反诈

知识传播的足够广，就能打赢这场仗。

　　今年上半年，在领导的支持和刘春的

不断努力下，房山公安分局反诈小组成

立。小组依托刘春工作室，以“千警进万

群”为工作载体，部署社区民警100%进群

开展宣传工作，覆盖群众60余万人。刘

春的“反诈小组”根据梳理分析防范薄

弱点，有针对性地制作反诈视频，转发

反诈推文，先后到社区、学校开展“你

我同心，反诈同行”活动，并多次将

自编自导的反诈小品搬上北京电

视台。

  图① 刘春在“安全防范

大讲堂”上培训“小教员”。

  图② 刘春在网上直播

宣传安全防范知识。
  图③ 刘春与辖区居

民在一起。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

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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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韩琴

  “路啷（上）开车要当心，前头后头

看灵清，平平安安顶要紧，吃酒甭用开车

子，开车要坐牢，赔钞票还要赔宁（人）。”眼

前这个用一口流利德清话跟大家宣讲交通安

全知识的大个子，是来自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检

察院的“乡音检察官”李征，也是位有着将近20年

党龄的党员。

  与大家印象中面容坚毅、眼神锐利的检察官形

象不大一样，李征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掬的笑容，每

天耐心细致地接待着每一位上门群众。渐渐地，在群

众心中，他与相识多年的老友一般无二。

  李征在新疆生活了22年。刚到东南沿海地区时，

语言、饮食、文化对他而言都成了难题，特别是听不

懂当地方言，给他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李征暗下

决心，白天跟单位同事、工作对象说，晚上跟菜场摊

贩、小区大妈聊，不久就掌握了一口流利地道的德

清话。

  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李征发现很多案件的发生

都是由于当事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导致的，这更

加坚定了他要做好普法宣传这项工作的决心。

  2021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下渚湖街道二都村文

化礼堂里人头攒动，村民们坐在板凳上饶有兴致地

听着李征的“土味”法治宣讲课……从那以后，他的

每堂法治课几乎座无虚席。

  “出圈”的密码就在于李征真正了解群众的需

求。他会用德清方言把一个个看似平常无奇的案件

讲成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惊险的故事，坐在台下的村

民们就像听说书人道“老底子”（古老的有传统的）故

事一样，在沉浸式体验中慢慢提高了法治意识。

  上了李征的法治课，老百姓们知道醉驾是要“坐

牢”的、邻里纠纷把别人打伤是要“吃官司”的、超速

超载出了事故不但赔钱还要“赔人”……

  这些年，在李征的带领下，德清县检察院专门成

立了一支“乡音检察官”队伍。他们把专业的法言法

语转化为群众能听懂的乡里乡音，为群众带去接

地气、有热气、检察味的法治课。该普法模式现已

纳入德清县农村文化礼堂惠民项目，深受老百姓

喜爱。

  作为一名“乡音检察官”，李征专攻群众身边家长

里短的“小事”，主要办理盗窃、故意伤害、危险驾驶、交

通肇事等轻微刑事案件。尽管每天面对这些“小案”，但

他始终坚持小案不小办、小事不小看，除了全面审查案

件事实，随案化解矛盾更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之

一。“每一个案子背后或多或少都存在矛盾纠纷，我能

做的就是尽力去化解这些矛盾，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

和谐因素，筑牢平安稳定‘第一道防线’。”李征说。正是

因为他的坚持，李征办理的大部分案件中的矛盾双方

都会握手言和。

  2020年9月，赵某偷了同村住户家的4只鸡和1只土

狗来吃。“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干偷鸡摸狗这种事情？”

由于不合常理，李征多次前往赵某的住处以及当地村

委会了解情况，发现赵某是由于生活困难、一时糊涂才

做出了偷窃的勾当。

  案件诉还是不诉？李征通过一场公开听证会广泛

听取意见，随案开展释法说理化解村民们的心结，最终

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案件办结后，李征还联系了

镇上的司法所和当地村委会联合开展帮教工作，赵某

也回归到了正常生活。

  李征认为，司法办案既要惩恶扬善，更要谦抑审

慎、宽严相济，真正关心群众疾苦。这样公平正义才能

在司法实践中生根发芽，司法善意之花才能在基层得

以生动绽放。

  李征今年53岁了，精气神却一点也不输院里的小

年轻。每天一大早上班的路上，他都会与小镇上的住户

商家熟稔地打着招呼，不时就能收集到有用信息———

“新市镇交通事故多发，道路安全需要引起重视”“禹越

镇商贸娱乐行业较为发达，治安监管难度大”……

  作为“群众家门口的检察院、老百姓身边的检察

官”，李征始终坚持创新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

出要对辖区内常见犯罪进行系统梳理，制发犯罪态势

分析白皮书，为当地党委、政府预防犯罪、推进社会治

理提供参考。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古雪丽

　　曼司亚在法院工作了14年，最长的一起案件

她跟踪回访了12年。

　　“这么长时间的回访，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在采访时问她。

　　“因为我放心不下那些母亲和孩子。”曼司亚

回答。

　　曼司亚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

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也是“全国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自治区“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和“三八红旗手”。

　　从同事到当事人，大家对曼司亚的评价

是——— 心怀善意、耐心细致。

都说她“爱管闲事”

　　2009年，曼司亚怀揣梦想走进法院大门，她擅

长办理民事案件，尤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为长。一

年下来，曼司亚很少开庭，90%以上的案件都通过

调解结案。

　　与曼司亚同为第二速裁团队的法官萨玛丽·

萨依兰说，曼司亚办案会充分考虑家庭成员的感

受，尤其是母亲和孩子的感受。

　　“她常告诉我们，‘断案不是目的，家庭和谐更

加重要’。”萨玛丽说。

　　2015年，曼司亚办理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件，

13岁双胞胎姐妹的抚养权被判给了孩子妈妈阿

某。但阿某没有固定工作，她艰难地养育着两个女

儿。从那时起曼司亚就一直关心着两个孩子的成

长，她常去学校看望孩子，与她们谈心。

　　2019年，姐妹俩分别考上了乌鲁木齐市的两

所大学。为保证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曼司亚与有

稳定工作、但已再组家庭的孩子爸爸艾某沟通，为

孩子们争取学业保障。

　　现在，两姐妹已成年，曼司亚的“任务”已完

成，而姐妹俩早已把她当成自己的“阿帕依”（哈萨

克语意为“姨妈”），经常通过微信和电话和她分享

心事。

　　曼司亚有两个女儿，但她经常顾不上照顾自

家孩子，却常常去学校、去当事人家中看望当事人

的孩子，身边有人说她“多管闲事”，曼司亚总是一

笑置之。

　　“我希望每一个当事人都能有美好的结局。”

曼司亚说，这个愿望不一定都能实现，但她会继续

努力。

坚持跟访十几年

　　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来说，执行是一大难点，

但曼司亚有自己的办法，只是这个办法需要付出

很大精力。

　　“还有4年，你们就把孩子抚养成人了，很不

容易。”6月1日，曼司亚如期给12年前办理的一

起离婚案件当事人吐某打去抚养费支付“提醒”

电话。

　　2011年，曼司亚刚刚成为法官。海子沿乡的

一对年轻夫妻来到法院起诉离婚。因夫妻俩感

情已经破裂，法院最终判决两人离婚。当时两岁

的孩子判给了妈妈米某，爸爸吐某每月给孩子

300元抚养费。

　　米某做些小本生意带着孩子生活比较艰难，

吐某进城务工收入也不稳定。

　　“法官，孩子爸爸已经好几个月没给抚养费

了，我该怎么办？”在夫妻俩离婚几个月后，曼司亚

接到了米某的求助电话。

　　这通电话也让她意识到，一份判决并不能彻

底将一个家庭的矛盾化解。从此她又担当起“执行

法官”的角色，每到吐某应支付抚养费的前10天，

曼司亚就会准时给他打去提醒电话，这一提醒就

是12年。

　　2017年，随着孩子的长大，曼司亚又与吐某商

量，将孩子的抚养费增长到每月500元。

　　曼司亚从不“强制执行”。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知道作为父母不到万不

得已，不会弃孩子于不顾。法律规定父母一方支付

抚养费直到孩子18岁，我就一直跟到孩子18岁。”

曼司亚说。

　　2011年以来她办理了500多起婚姻家庭纠纷

案件，其中200多起涉及孩子的抚养问题。这些案

件她几乎件件都“跟访”，学校、医院、草场、山区，

处处留下了曼司亚的足迹。

　　“这么多案件你怎么记得住？”记者问。

　　“早些年这类案件一年只有十几起，我都记在

笔记本上，随时翻看回访。近几年案件量有所加

大，但法院信息化应用水平也提升了，上百起案件

我都能随时查。”曼司亚说。

这种法官越多越好

　　6月6日，是曼司亚与当事人江某约定回访的

日子。当天下午她驾车来到巴里坤县大红柳峡乡

某村，记者随行。

　　江某早就煮好奶茶等着她了，两人一进门就

亲密地拥抱在一起。

　　“姐姐，你和孩子们还好吗？”

  “我们很好，儿子越来越懂事，女儿成绩优异，

正在备考，希望很大。”

  “太好了，有好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两人的对话简短而温暖。

　　这也是曼司亚牵挂的家庭之一。9年前，江某

和丈夫经曼司亚调解后离婚，那时他们的儿子9

岁、女儿4岁，因为江某的前夫生活习惯不好，孩子

们都跟了妈妈。离婚后江某靠养殖奶牛维持生活。

曼司亚经常来回访，给孩子们送些生活学习用品，

再给她留些零用钱。

　　“她像亲人一样为我们操心了9年，这种法官

越多越好！”江某紧紧拉着曼司亚的手转头对记

者说。

　　曼司亚的微信好友已有1100多人，除了亲朋

好友和同事，剩下的都是当事人，每天她要通过微

信做大量的案件沟通工作。

　　案子办得多了，曼司亚心里清楚，基层的矛

盾多缘于当事人“不懂法”，她每周都会抽时间

下基层开展一次法治宣传。距离巴里坤县城最

远的村子有200多公里，每月她至少会去开展一

次巡回审判或法治宣传，夏牧场、冬窝子，再远

她都会去。

  图① 曼司亚（左三）在巴里坤县海子沿乡巡

回审判一起承包合同纠纷案。

  图② 曼司亚（中）在蒲类海旅游景区开展法

律宣传。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民法院供图  

曼司亚：母亲们的好姐妹孩子们的“阿帕依” 李
征

﹃
乡
音
检
察
官
﹄
专
攻
家
长
里
短

①①

②②

①①

  图① 李征针对危险驾驶案件对村民进行普法。

  图② 李征在德清县新市镇开展矛盾调解、走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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