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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曹炜 张凤珺

　　
　　“热嘛加莫？”（最近好吗？）在西藏自治区林芝
市墨脱县格林村的阳光下，民宿老板扎西笑着用
门巴语唤他。
　　“热嘛加！”（很好！）达瓦嘉措驻足回望，笑着
回应。
　　“达瓦嘉措”是援藏法官李海龙的藏语名字，
藏语里“达瓦”是月亮，“嘉措”是大海。他以“海上
生明月”的千古诗意遥寄对妻儿的牵挂，坦言妻子
的默默付出让他的援藏梦照进现实。
　　援藏前，李海龙是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
法院北滘人民法庭副庭长；来墨脱挂职后，他被任
命为墨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抵达海拔2900米的林芝市区，缺氧感让他辗转
难眠。但更让他难以平静的，是墨脱法院档案室斑
驳的木柜里，近5年的统计报表与手写的庭审笔录
堆放一处，而年轻法官们则常年奔波在塌方频发
的山路上办案。
　　作为全国106个相对薄弱的基层法院之一，墨
脱法院审判机制相对滞后、经验不足，李海龙下定
决心，要为墨脱法院注入新活力，“既要‘输血’，更
要‘造血’。”他主动揽下“硬骨头”，一头扎进墨脱

法院首例耕地违建强制执行立案审查中。
　　当事人不理解政策、抵触情绪强烈，李海龙就
跟着村干部入户，在火塘边用酥油茶泡着糌粑听
村民倾诉；法律程序存在地域差异，他连夜视频联
络“娘家”法院的行政庭专家，对照西藏土地管理
相关政策法规开展研讨。最终，这起案件不仅高效
办结，更促成墨脱版“裁执分离”方案落地，为后续
墨脱土地违建强拆及重大建设项目征地工作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
　　旅游业兴起带来的纠纷，是墨脱法治建设的新
课题。李海龙牵头成立墨脱旅游巡回法庭，带着干
警把审判席搬到景区帐篷里，并开展普法宣传20余
场，发放便民联系卡百余张；针对民宿安全隐患，现
场指导经营者购买公众责任险、安装监控设备。
　　2024年5月，房车游客与越野车司机因剐蹭争
执一夜，互不相让。在有关部门的引导下，李海龙
释法明理，仅用两小时就化解矛盾。
　　一年间，巡回法庭的足迹遍布墨脱县的格林
村、仁青崩寺，涉旅纠纷调解成功率超90%。如今，
旅游巡回法庭的便民联系卡挂在每个民宿前台，
游客感慨：“在墨脱旅行，心里格外踏实。”
　　李海龙梳理墨脱法院近3年改判案件，形成《发
改分析报告》，创设的“季度发改案例研讨会”，让每
个改判案件都成为活教材；自创“执行心理学”课程，

为西藏三级
法院干警授课。面对“如
何公平分割上百头牦牛”的牧区难题，他提出的“抛
硬币轮流挑选法”，既符合法律原则又尊重民族习
惯，对当地法院调解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更深远的改变在于观念：裁判不应是枯燥结
果，而应是水到渠成的过程。
　　在审理建设工程纠纷案件时，李海龙经常讲，
“法官不光是明镜高堂，更要两手沾灰，双脚沾泥，
要把法庭调查延伸至施工现场”。经历过几次纠
纷现场的庭审，当地法院工作人员眼睛亮了：
“原来庭审还可以这么开，让现场说话，让当事
人晓得赢在哪处，败在何方，切实实现公平正义的
可感可触。”
　　李海龙笑言：“援藏不是我一个人在单打独
斗，广东的后方资源是我在前线的坚实支撑。”他
协调顺德法院法官提供“远程专业支援”70余次，
邀请资深调解员进藏授课，牵线佛山爱心人士向
当地小学、幼儿园及米日村捐赠物资惠及千人。
　　墨脱路险，李海龙却踏遍七乡一镇。他冒雨进
村普法，与塌方落石“擦肩而过”；深入搬迁点，在
干警的帮助下用“蹩脚”的当地语言与村民话家
常，房前屋后为门巴族、珞巴族群众解难答疑。工

布节时，李
海龙挽起裤腿下田捉

稻花鱼，被门巴小伙称为“自家人”。
　　过去一年里，墨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已焕然
一新，旅游巡回法庭成为林芝“样板”，干警们业务
能力持续提升。墨脱法院交出了一组亮眼数据：案
件被发回重审或改判率从10.77%降至1.99%；上诉率
从21.03%降至11.16%；小额诉讼、当庭线上签笔录实
现“零突破”；旅游巡回法庭调处纠纷15件；普法工
作覆盖500余人次……2025年2月，经最高人民法院
批准，墨脱法院顺利实现“脱薄”（“脱薄”是指相对
薄弱基层法院通过奋发自强、整改落实、上级帮扶
等举措，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弱项，逐
步提升工作质效水平)摘帽。林芝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感谢信中写道：“李海龙同志在‘脱薄’攻坚任务
中挺膺担当，带动审判质效大幅提升，得到一致的
好评和高度认可！”
　　
  图① 李海龙（右二）与墨脱法院干警讨论
案件。
  图② 李海龙（中）向民宿经营者开展普法
工作。

　周颖 摄  

李海龙：助力“脱薄”摘帽的顺德法官

  图为李吉财在勘查犯罪现场。
来宾市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陈子文 钟羽青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公安局兴宾分局刑
侦大队，有一间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这里没
有惊心动魄的追捕，也没有审讯室里的交锋，但上
千起案件的突破口却在此悄然浮现。
　　实验室内有一个身影来回穿梭，他叫李吉财，
是一名辅警。7年来，他用指纹、鞋印和生物检材等
编织成一张张“证据之网”，为案件侦破提供坚实
支撑。从技术“小白”到现场勘查专家，他累计参与
勘查犯罪现场1000余次，提取指纹200余枚、生物
检材500余份，直接支撑破获案件600余起，成为民
警口中“离不开的技术王牌”。
　　2017年10月，初到刑侦大队的李吉财，连指纹
刷都拿不稳。第一次跟随民警勘查凶案现场，腐臭
味让他几欲呕吐，血腥场面更令他彻夜难眠。“那
时候连物证袋都封不严实，总被前辈批评。”回忆
起步时的窘迫，他笑了：“我就想，别人能行，我凭
什么不行？”
　　为啃下刑事技术这块“硬骨头”，李吉财白天
跟着民警跑现场，晚上泡在实验室比对数据。一沓
沓现场勘查笔记和物证鉴定报告被他翻得卷了
边。2018年的一起案件中，他在现场提取到重要线
索，经反复比对，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那是我第
一次独立为破案提供支撑，激动得整晚没睡着。”
李吉财说。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如今的李吉财
已成为刑事技术的“多面手”。
　　2023年10月，兴宾区城厢镇一起入室盗窃案
中，现场环境复杂难辨，李吉财三赴现场模拟作案
路线，甚至冒着暴雨攀上外墙防盗网，最终在钢管
衔接处提取到关键线索，为案件破获提供方向。
　　刑事技术圈里有句话———“现场不会说谎，但
证据会‘藏’”。2024年，兴宾区小平阳镇现金被盗
案让专案组头疼不已——— 案发现场无监控，提取
的14份生物检材经比对均无果，案件侦办一度陷
入僵局。当大家转向外围排查时，李吉财却拎着勘
查箱杀了个“回马枪”，对案发现场进行了更为深
入、精细的二次勘查。他趴在现场的地板上，每一
寸地板、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扫描、甄别，终于成功
发现了几处此前未被注意到的痕迹，经过反复比
对与鉴定，找到关键线索，为后续破案奠定坚实
基础。
　　“其实第一次勘查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但当时没有发现。”李吉财
说。他的“固执”让办案民警感慨：“他勘查很较真，恨不得拿筛子把土
过一遍。”
　　这种“死磕”精神贯穿李吉财的职业生涯：一个比对200次是常
态，一个实验48小时也属正常，勘查箱里镊子、毛刷、显现剂的摆放顺
序7年未变。“有人觉得我们像‘实验室民工’，但我不这么想。”李吉财
擦拭着显微镜镜头说：“每份物证都是无声的证人，我的任务就是替
它们发声。”
　　从警7年，李吉财多次获得“优秀辅警”称号，曾获评“广西公安系
统优秀警务辅助人员”称号。
　　当被问及梦想是什么时，李吉财笑着指指胸前的辅警编号：“数
字不重要，能守着证据找真相，我觉得很有意义。”实验室的灯光依旧
常亮，照在物证柜上，那里整整齐齐码着的，是一个技术尖兵对正义
最沉默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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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史著原
　　
　　清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刘菁早已
坐在工位前，双眼紧盯着两块闪烁的屏幕。一块屏幕上，资金流
向图如蛛网般展开；另一块屏幕上，案件关联信息密密麻麻地标
注着。这位1996年出生的年轻经侦女警，虽然从警仅4年，却已凭
借敏锐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细致的工作态度，成为拆解金融迷局
的破题者和群众“钱袋子”的守护者。
　　“数据本身是中立的，但串联成链就能还原真相”，刘菁凭借
这一信念在加入经侦队伍后协助参与资金研判案件20余起，累
计梳理账户近3万个。
　　2022年，炎陵县公安局侦办“6·02”特大传销案，涉案人数高
达5万余人，涉案金额逾百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量，刘菁肩
挑资金分析重任，连续奋战数月，采用“数据筛+人工核”双线并
进的方式，精准绘制出以株洲籍犯罪嫌疑人为源头的资金流向
图，锁定了传销平台创建者的关键账户，为案件侦破找准了方
向。最终，专案组成功捣毁了这个以文玩字画竞拍为幌子的网络
传销组织，追回赃款4600万余元。
　　除了在数据战场上冲锋陷阵，刘菁还是一位深受群众喜爱
的“防骗警花”。无论是过大年的乡镇集市，还是盛夏的高山黄桃
园，她总是带着“防范锦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传授防骗
知识。从瑶乡的“屋场会”到学校的“利剑护蕾”课堂，她的脚步踏
遍了辖区的土地。
　　“阿姨，您看这张‘高息理财’传单，是不是和上次王叔被骗
的套路一样？”在非法集资讲座中，刘菁总是如邻家闺女般随和
亲近，把晦涩的金融术语转化为“烟火气”的唠嗑。针对老年群
体，她设计“慢讲+多问”模式，一堂课下来，常常嗓子沙哑却笑
容不减。

　　当一位大娘紧握她的手，激动地说“妹子谢谢你，我的养老
钱守住了，没投进去”时，刘菁也跟着红了眼眶，她说，“这就是当
警察的意义”。
  在刘菁的手机里，紧凑地排列着20余个待办事项标签：从
案件卷宗归档的“红标急件”，到宣传活动的“蓝标筹备”，再
到跨部门协作的“黄标跟进”。她将全天任务拆解为“小时颗
粒度”，及时提醒同事们各项工作的进度要求，确保文件流转
“零卡顿”、信息上报“零误差”，使大队和专案组的日常运转
如精密齿轮般顺畅。
　　刘菁还是联动协作的“跨界枢纽”，在与其他警种、相关部门
以及社会力量的协作配合中，积极搭建沟通桥梁，紧密结合联动
力量，确保高效协同作战，极大提升了警务工作的效率。她的通
讯录里存着100余个协作单位联系人电话，从市场监管到外地同
行，从社区网格员到会计师。她说：“经侦工作不是单兵作战，而
是要让每一份力量都找到支点。”

刘菁：善于拆解金融迷局的破题者

  图为工作中的刘菁。 炎陵县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李雯
□ 本报通讯员 张颖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在燕赵镇的田间
小路上，郑秀明便已经踩着露水走向法庭。她手
里攥着的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页角卷边处还沾着
昨日调解时蹭上的泥土。
　　郑秀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人民法院燕
赵人民法庭庭长，从书记员起步，扎根基层法
庭，穿梭在乡间，以法律和温情，在一本本调解
笔记上精心书写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
篇章。“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每一秒都无比珍
贵，分秒必争才能让公平正义更快抵达群众身
边。”她说。
　　今年2月，郑秀明像往常一样开启了回访工
作。此次，她的目的地是一个看似普通，实则藏着
诸多故事的家庭。
　　在之前处理的一起离婚案件里，郑秀明了解
到小红（化名）的情况。父母离异后，小红跟随母
亲生活，可母亲为了生计外出打工，无奈之下，小
红只能被寄养在舅妈家。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原本活泼开朗的小红逐渐变得敏感自卑。后
来，小红的父亲找到郑秀明，焦急地说孩子成绩
下滑十分严重，希望能够变更抚养权。郑秀明耐
心倾听他的诉求，没有立刻给出答复，而是展开
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她亲自走访小红的舅妈家，
与小红母亲取得联系，还专程前往学校与老师深
入交流。
　　掌握大量翔实资料后，郑秀明组织小红的父
母进行调解。调解室内，双方各执一词，情绪异常
激动。郑秀明迅速稳定住他们的情绪，随后将小
红的真实现状一一陈述出来，听到这些，小红的
父母瞬间红了眼眶。郑秀明趁机加以引导，着重
强调变更抚养权必须充分考虑孩子的成长环境。
然而，这次调解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案件不得不
进入审判环节。
　　经过严谨的审理与权衡，法院最终判决将抚
养权变更给小红的父亲，这一判决主要是综合考
虑到小红当时的心理状态、父亲能够给予稳定陪
伴，以及母亲工作繁忙难以充分照顾孩子等关键
因素。
  判决之后，郑秀明主动联系小红的母亲，耐
心地进行疏导工作。经过她细致入微的解释，小
红的母亲最终接受了判决结果。
　　解决了家长们的问题后，郑秀明又积极联系
心理咨询师，为小红进行心理疏导。再次回访时，
眼前的小红像换了一个人。她热情地迎接郑秀
明，兴奋地分享自己的学校生活，成绩也有了明
显进步。看着眼前这个重新变得开朗自信的小
红，郑秀明心中满是欣慰。
　　在乡间司法的道路上，郑秀明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司法为民的深刻内涵。2024年，燕赵法庭新
收案件514件，结案505件，结案率高达98.25%，调
撤率达80.25%，调解率达48.44%，这些亮眼的数

据，是她辛勤付出的有力见证。
　　“在农村办案，光懂法律远远不够。”郑秀明
在调解笔记中这样写到。从此，她的工作方式发
生了根本性转变，调解前先到现场实地查看，开
庭前找村干部了解家族关系，闲暇时跟着老乡学
方言土话……
　　基层法庭的案件琐碎又接地气，家长里短、
邻里纠纷，事事关情。“坐在审判台上，我感受到
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如今扎根基层法庭，这里是
司法为民的最前沿，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又一片充
满挑战与温情的土壤。”郑秀明深情地说。
　　此前，一起离婚纠纷案件让郑秀明印象深
刻。夫妻两人水火不容，调解工作无法开展。为
化解矛盾纠纷，她耐心倾听女方的心声，让她
把心中的怨气全都发泄出来，探究出矛盾的根
源为婆媳矛盾引发的夫妻失和。找到矛盾点
后，男方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承诺女方会跟
自己的父母分开住，以后也会把自己的小家庭放
在第一位，女方也承诺以后多包容，多体谅男方，
夫妻两人相拥而泣，矛盾纠纷彻底化解。
　　多年来，郑秀明的辛勤付出收获了诸多认
可：2013年，她荣膺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
的个人三等功；2016年、2018年、2022年以及
2023年，在单位年度考核中，她均被评定为“优
秀”；2020年，被河北省委组织部评为“冀青之
星”；2023年，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星
级法官”。
　　然而，这些承载着荣誉的证书，被她收进抽
屉中。对她而言，荣誉恰似一个个精准丈量司法
温度的特殊刻度，无声却有力地见证着她在司法
道路上矢志不渝的执着与担当。
　　夕阳西下，郑秀明又夹着那本磨破了边的笔
记本走向村外的田间小路。她是司法路上当之无
愧的温暖守护者，让法治的阳光照亮乡间的每一
个角落。

郑秀明：乡间司法路上的温暖守护

　　图① 郑秀明在亲子探
望室与未成年人交流，深入
了解其内心真实想法。
　　图② 郑秀明（中）走进
当事人家中，耐心化解矛盾
纠纷。
  曲阳县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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