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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比心换真情

崇法明理解心结

　　“由于信访案件的特殊性，大多时候我不

能端坐在法庭里，而是深入基层走村入户。”

王志勇对《法治日报》记者说，为了了解案情

和信访人的真正诉求，高山大川、戈壁草原、

田间地头、坊间炕头，信访人在哪，我就去哪，

虽然辛苦，却也越来越热爱这个散发着“泥土

芬芳”的岗位。

　　有这样一位信访人老赵，固执地反复起

诉女儿索要赡养费，虽然法院一直支持他的

诉求，但他就是不满意，信访之路一走就是十

多年。王志勇接手这个案子后，第一次找他女

儿就被怼了回来：“赡养费我给，去见我爸不

可能。”

　　于是，王志勇决定找住在河北农村的老赵

聊聊。然而，老赵是远近闻名的信访户，没有电

话，行踪不定，王志勇一连去了两次都找不到

人。第三次来到他家门口，苦等了3个多小时还

是没人开门，无奈之下，王志勇爬上了墙头，伸

着脖子向里面喊“老赵、老赵”。

　　奇迹发生了，老赵居然在家，他穿着一件

又脏又破的外套，步履蹒跚地把王志勇迎进

了门。老赵家院子很大，但除了几棵柿子树，

到处都破破烂烂的。亮明了身份和来意，王志

勇搬了个小板凳坐下跟老赵拉起了家常。

　　原来，女儿小娜在北京开了家公司，但和

老赵关系一直不好，不仅不来看他，甚至不告

诉他住址，还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住了半年。

聊天的过程中，老赵一直念叨“是亲戚，就应

该常走动”。

　　就是这句话，让王志勇意识到，老赵诉讼

和信访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赡养费，而是希

望女儿“常回家看看”。

　　了解到这一点，王志勇跟他保证：“下次，

一定带您闺女一起来。”

　　临走时，老赵送王志勇出门，突然抄起一

根长木棍朝着柿子树快步走去，“咣咣咣”打

下十几个大柿子，一把塞给王志勇，说：“拿上

尝尝。”这一刻，王志勇仿佛看到了自己每次

离家时，年迈的父母不停地往行李箱里塞吃

食的场景。

　　回到北京后，王志勇再次找到老赵的女

儿，给她看了在老赵家拍的视频，看到破败的

院子和年迈的父亲，女儿半天没说话。这时，

王志勇拎出了老赵送的柿子，说：“这是您老

爸让我带给您的……”

　　两周后，王志勇第四次来到了老赵家的

院子，这回，同行的还有小娜。临走前，王志勇

跟他们拍了一张合影，老赵还特意换上了一

件干净的旧西装。

　　几年过去了，老赵在女儿为他买的新房

里安度晚年再也没有上访，女儿的公司也已

成功上市。

勇于担当善作为

建章立制敢创新

　　王志勇在信访工作实践中大胆创立了信

访“专办制”的全新模式，即信访案件不再转

回原责任庭室办理，而是由信访工作部门主

动承担起案件的复查、化解、救助、终结等实

质性工作。将“分散”办案变为“集约”办案，有

效整合利用了信访工作资源。

　　该机制运行近10年来，不仅化解了大量

信访骨头案件，也促成了海淀法院信访工作

质的飞跃，于2018年荣获第二届“全国法治信

访进步奖”，是全国法院系统和北京市唯一的

获奖单位。

　　以“专办制”为核心，王志勇总结创立了

以“一种精神、两个理念、三项原则、四步技

巧、多种方法”为主要内容的“一二三四多”信

访工作法，以“用脚走访调查、用脑研判创建、

用手扶危济困、用心关爱温暖”为主要内容的

司法救助“四体”工作法。这些工作法也随着

他在国家信访局和北大、清华、人大、法大等

高校及各地党政机关的上百场授课传遍全

国，成为北京法院在全国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精准扶贫燃希望

科学救助促重生

　　在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的过程中，王

志勇引入“精准扶贫”理念，与社会救助对接，

将“输血式”救助变为“造血式”救助，用司法

救助助力脱贫攻坚 ，既救助人身 ，更救助

人心。

　　他两次深入大巴山区为受伤残疾的90后

小伙办理司法救助，鼓励他重新燃起希望，还

用救助款为小伙办了彩票站、养殖场，为当地

解决了一家贫困“钉子户”。

　　他曾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赴黑龙江

农村走访，并创造性地用有限的救助款为没

有生活来源的老人买来13只羊和草料，为生

活陷入困境的信访老人重新点燃生活的火

种。老人不仅息诉罢访，还成为养羊专业户。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王志勇还发起成立

公益组织“海法爱心社”，曾先后组织“衣旧有

大爱”捐旧衣、“海之角”捐书等活动，将物品

捐赠给内蒙古、四川凉山等地的困难群众、贫

困小学、边远法院 ，得到全院干警的积极

响应。

　　2020年初疫情期间，他带领党支部一边支

援社区、化解矛盾、捐款捐物，一边坚守岗位、

创新工作方法，首创“云救助”模式，为疫情期

间的困难群众及时送去温暖。

　　上千起“骨头”案件，上万人次的接访，踏

遍近30个省级行政区150余市县20余万公里的

走访行程……这些枯燥数字背后，是一段段

令人或辛酸、或怜悯、或惋惜、或慨叹的鲜活

人生，是一路坎坷、满身尘埃的风雨兼程，更

是王志勇的成长之路，“让我逐渐找到了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法官应有的初心和

真正的使命。”王志勇说。

　　图① 王志勇参加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

　　图② 王志勇（右一）深入百姓家中回访。

王志勇走过40万里“泥土芬芳”法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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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郭建岭

　　“就是他！住在这栋楼里！”2020年12月11日，身着便装的付

尚峰指着嫌疑人对身边的同事说。此时，为抓捕一起盗窃案的

犯罪嫌疑人，付尚峰和同事们已在郑州市某小区蹲守了两天

两夜。经对嫌疑人的行踪进行分析研判，付尚峰锁定了其身份

信息和住址。

　　当民警敲开嫌疑人的房门时，嫌疑人愣住了：“没想到这

么快就被你们找到了！”

　　“他就像我们一线刑侦民警侦查破案的眼睛一样，能够在

蛛丝马迹中快速锁定嫌疑人的信息。”在抓捕现场，河南省郑

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吴国涛乐呵呵地对《法

治日报》记者说。

　　付尚峰2009年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不久，就被招录到

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侦大队从事刑侦工作，现任中原分

局刑侦大队刑事犯罪合成研判中心负责人。

　　“嫌疑人再狡猾，也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我的职责就

是把痕迹找出来，继而锁定嫌疑人相关信息。”付尚峰说。

　　前不久，辖区某大型商场发生一起盗窃保险柜案件，派出

所民警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侦查，付尚峰几乎是同步赶到案

发现场。经现场勘查，涉案价值仅数千元，分局党委认为，此案

发生在大型商场，社会影响恶劣，必须尽快破案。付尚峰调取

商场视频监控资料反复分析，一名女性引起了他的注意。“嫌

疑人乔装打扮过，头上的长发是假的，应该是个男的。”他迅速

将研判确定的犯罪嫌疑人身高、体貌特征、可能逃跑的方向等

关键信息反馈给侦查民警。作案不到48小时就被民警抓获的

犯罪嫌疑人李某很惊讶：“我伪装成女的，还是被你们看出了

破绽，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他的手法娴熟，反侦查能力强，不是初犯，应该还涉及其

他案件。”李某归案后，付尚峰根据掌握的情况，对其行踪进行

研判，一举带破河南商丘、安徽阜阳涉嫌盗窃保险柜案件6起。

　　中原分局党委书记、局长丁配杰向记者介绍，随着社会治

安的好转，重大刑事案件发案率明显下降，但案值不大的盗窃

案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群众的安全感。不管是大案还是小

案，都要及时侦破。而及时破案既是给群众的承诺，也是增强

群众安全感的最有效办法。因此分局党委要求，只要辖区发生

刑事案件，都要第一时间向刑侦大队刑事犯罪合成研判中心

通报。

　　2020年11月8日凌晨，4家门面商店发生被盗案，分局党委

立即组成专案组展开侦查，指定付尚峰依托监控视频资料和

案发现场的相关证据进行研判。他迅速确定该系列盗窃案件是两名年轻男子所

为，并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发现这两人已于案发当日逃至辽宁老家。

　　11月10日，民警赶赴辽宁实施抓捕，因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小组先后奔赴

沈阳市铁西区、大东区、沈北区以及本溪市等地进行布控。11月14日凌晨3时，民

警在沈北新区某小区将嫌疑人吕某鹏、张某江抓获归案。经讯问，两人于11月7日

23时到郑州，11月8日凌晨两点开始作案，当日早上7时乘火车离开郑州，在郑州

市区共作案8起。两人还供述，2020年以来，先后在河北、黑龙江、辽宁等地作案50

余起。

　　“你是真神了！一句话就给我们找到了侦查方向！”抓捕民警把嫌疑人押解

回郑州后，对付尚峰伸出了大拇指。平时不苟言笑的他只是说：“有些案件是可

以串并侦查的。”

　　2020年11月26日，某食品店发生被盗案，派出所民警向付尚峰通报相关情况

时说：“经营者认为是自己麻痹大意所致，确定不了是不是被顾客拿走的。”付尚

峰了解相关情况后，向大队领导建议，“近期盗窃案增多，种种迹象表明，不是本

地人所为，很可能是外地人流窜作案，建议串并案侦查。”

　　在付尚峰的研判下，很快给一线侦查民警提供了侦破方向，并确定了嫌疑

人信息，成功打掉了一个海南籍扒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侦破案件24起。

仅2020年10月以来，他就带领同事配合基层所队快速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2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1人。

　　从警11年，付尚峰先后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730起，其中成功抓获冯某故意

杀人案、朱某故意杀人案、李某故意杀人案等命案嫌疑人，通过分析研判成功打掉

李某等人系列盗窃汽车团伙，侦破盗车案件10起，打掉1外省籍扒窃盗销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19人，带破案件221起，展现了一名刑警“为民破案保平安”的风采。

　　图① 付尚峰在查阅电子卷宗。

　　图② 付尚峰（右）与同事分析研判案情。

　　图③ 付尚峰（中）便衣走访群众。

①①

②②

③③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范静

　　2020年11月底，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作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

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负

责人王志勇参加大会并获评“全国先进工

作者”荣誉称号。

　　王志勇，海淀法院综合审判庭负责人，

在申诉信访及综合审判岗位工作了十多个

年头，始终不忘“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

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非凡业绩。他

曾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国家赔偿审

判与司法救助工作先进个人、最高法院涉

诉信访工作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赶紧撤离，这里太危险！”

　　面对疑似爆炸物，鲍立军第一时间下令

围观群众撤离，而他自己冷静观察和评估爆

炸装置，客观分析计算该装置的最大装药量

和爆炸当量，就近就便改造简易吊装工具，独

自一人将爆炸装置转移至室外防爆筒内，并

亲自驾车将其成功运至安全区域，彻底消除

了安全隐患。

　　从警24年，鲍立军一直战斗在刑事技术

工作基层第一线，几乎每天都在勘查现场、检

验鉴定的工作中度过。在大案难案面前，鲍立

军是攻坚的能手。不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蛛丝

马迹誓不罢休，凭着这股钻劲儿，通过细致的

现场勘查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完美重建犯罪现

场，鲍立军带领团队先后破获了“2016·2·16”韩

某成系列盗窃抢劫杀人案、“2016·1·08”张某柱

抢劫杀人、“2 0 1 7·9·0 9”张某抢劫杀人、

“2003·8·09”潘某春奸杀幼女案等180起有严

重社会影响的疑难案件。

　　为加强对重点人员的信息采集，发掘更

多破案点，鲍立军始终坚持每周一次对看守

所及拘留所在押人员的信息进行采集。24年

来，他共采集“两所”在押人员信息6750余份，

利用在押人员信息破案40余起。

　　2016年，他通过采集在押人员的DNA信

息，直接认定了公安部红色通缉令逃犯杨某

为“2006·10·11”北京市万豪酒店强奸案的犯

罪嫌疑人。他从现场痕迹物证入手，让案件现

场痕迹物证说话，直接认定韩某成等136名犯

罪嫌疑人，成功破获“2013·11·25”常某强奸杀

人抛尸案和14年前的“8·03”周某红被奸杀案

等466起重特大案件。利用指纹比对，在山西

监狱抓获在逃19年的命案逃犯陈某……

　　鲍立军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总结规

律、解决问题。他针对刑事技术工作出现的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结合自己实

际工作经验，在各类国家级刊物上撰写发表

论文十余篇。因为论文介绍的方法简单易行

且来自于亲身实践，对于实战有着非常重要

的指导意义，深受业内人士认可。

　　从警24年间，他勘查的各类现场数以万

计，收获“吉林好人 最美警官”“四平好人 最

美警官”“崔光日式好民警”等荣誉称号数十

个。他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例如：一滴血迹

锁定聋哑杀人凶犯、一枚烟蒂侦破15年奸杀

案、半枚指纹抓获19年命案逃犯等等，每一个

故事都在他的坚持和用心之下从扑朔迷离走

到真相大白。

　　2020年6月，马安镇新发村、幸福村6户住

宅相继被盗，犯罪嫌疑人为了不留下指纹，戴

手套撬窗入室，鲍立军通过现场勘查，分析嫌

疑人足迹判断出此人身高，亲身模拟还原盗

窃情景，推测嫌疑人翻越窗户时头部毛发会

接触窗框上沿，于是提取了窗沿处痕迹，并通

过技术手段认定嫌疑人为马鞍镇有过盗窃前

科的郑某。郑某被抓后，如实供述了系列盗窃

事实并称：“上次作案就是鲍立军警官以指纹

破案的，没成想，戴了手套还是逃不过他的法

眼！”

　　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

鲍立军利用业余时间查阅资料，将各种专业

理论知识与本地的实际案例相结合编写课

件，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

事们，培养了一大批刑事技术人才和派出所

兼职现场勘查员。

　　在侦办案件时，鲍立军结识了患有先天

性脑垂体发育不全的受害人徐某，因被人殴

打、恐吓，徐某出现精神异常症状。鲍立军多

次对其疏导和精神抚慰，使其彻底消除恐惧

心理，从阴影中走出。

　　24年间，鲍立军共勘查各类现场9400余

起，收集看守所在押人员信息6750份，利用现

场指纹、足迹、DNA等痕迹物证直接破获各类

案件1160余起，为打击犯罪、保护一方平安作

出突出贡献。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文/图

　　鲍立军，吉林省伊通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副大队长，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他是全

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青年人才，也是公安

部重点实验室课题组主要成员。他先后被

授予“吉林省优秀人民警察”“全国现场勘

查优秀民警”“全国现场勘查技术教官”等

荣誉称号，荣记个人三等功9次。他带领的

刑事技术团队连续7年在四平市刑事技术

考核中获得第一名，连续4年在全省县区级

刑事技术工作排名第一，连续4年被授予全

国现场勘查工作先进县级公安机关。

鲍立军眼中现场痕迹物证会“说话”

　　图①②③ 鲍立

军在勘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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