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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岩红

　　“防疫物资邮件通关速度要再

快一点，必须能做到即到即检即提，

这是对我们海关‘CAAS’智慧监管

系统的一次实战考验。”深夜12点，

位于白云国际机场附近的广州航空

邮件处理中心迎来了一天中最为忙

碌的时段，广州海关所属广州邮局

海关关长杨剑紧盯着大屏幕，指挥

着防疫物资邮包的通关。

　　杨剑，有着近20年邮件监管经

验的海关专家，20年如一日驻守国

门“邮”关，带领着广州邮局海关创

下诸多战绩：全国海关唯一的现代

化海关邮递业务现场示范点，第一

个有外国海关跟班学习的中国海关

邮件监管现场，进出境邮件监管连

续7年全国第一，以“广州模式”为蓝

本的海关邮件监管信息化系统在全

国推广，“全国海关系统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

　　广州邮局海关是广州海关唯

一承担邮递物品监管任务的隶属

海关，承担着全国五大省区的进

出境邮递物品监管任务，邮递物

品监管现场是全国国际邮件三大

互换局之一，平均年监管进出境

邮件近3亿件。杨剑不仅是全国海

关响当当的邮件监管专家，更是

广州海关邮递物品监管现场的

“领头羊”。从手工分拣、尘土飞

扬的旧场地，到升级改造后实现

邮件监管全流程自动化的新场

所，杨剑的成长伴随着邮递监管

业务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创新。

　　2020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杨剑第一时间敏

锐预判，邮递渠道也将成为海外防疫物资进境的重要通

道、抗疫保供的一个主战场 ，进出境邮件量可能出现

激增。

　　她第一时间组织业务团队对监管现场疫情防控工作

研究部署，紧急对现场进行改造，制订应对邮件暴增的应

急通关准备。随着各省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农历大年初三防疫物资进境邮件数量大幅攀升。

杨剑一方面号召关员们克服困难返回岗位、24小时值守确

保邮件通关顺畅，一方面联合中国邮政广东省分公司通过

各种方式开展宣传，启动邮递渠道防疫物资通关服务热

线，24小时在线接听咨询电话，及时为用邮人提供邮递渠

道防疫物资的申报、通关指引，建立全天候响应机制，实现

了7×24小时专人受理、专窗处置。

　　“防疫物资邮件早一秒放行，就能为一线提供多一分支

持。”杨剑带队反复论证如何才能真正实现防疫物资快速放

行，进一步理顺防疫物资快速通关的流程。2019年底刚上线

的“千里眼”CAAS立体监管科技手段派上了大用场。邮车

到场后，海关运用“AR+AI技术”自动监卸，通关监管从串联

变成并联，多线程同步操作。在CT机智能审图的基础上，海

关作业系统与企业仓储系统实时数据交互，线上与线下作

业相联通，全流程智能化便捷通关。

　　杨剑总是尽可能把工作想在前面、做在前面。“仅

仅做好人员防护是不够的，还要防范新冠病毒通过邮

包传播风险。”为了阻断跨境感染风险，杨剑研究推出

邮件监管现场“场地分区、防护分级、邮路分类”的动态

管控制度，确保现场人员安全。在她的带领下，广州邮

局海关成功推广“非接触远程查验”模式，为邮政企业

减少人员聚集接触风险筑起安全屏障，海关查验效率

提升15%。

　　雷厉风行的杨剑，有着一颗朴实而柔软的心。作为

一名有着25年党龄的老党员，她常常跟年轻人交流自

己的经验和心得：“哪怕我们的工作见物不见人，我们

也一定要时刻记得，每一个邮包背后都有一位热切期

盼的群众。”

　　2020年疫情发生后，虽然提倡“少出门、不聚集”，

但现场办事大厅一直有人前来办理海关业务。杨剑和

他们在交谈中了解到，大部分是来办理分离行李业务

的留学生。虽然进境邮件的申报基本都能在线上办理，

但是进出境旅客分运行李的申报还是需要到现场提交

资料。

　　“以往办理分运行李的旅客，需要在入境时向海关提交

纸本申报单，随后在分运行李邮件运抵后，前往海关办事大

厅提交证件等纸本资料。能不能依托已经上线的‘关邮e通’

平台实现分运行李线上办？”杨剑谋划改进方案，争取到各

方协作支持后，打通信息系统数据交换通道，仅用两天时间

就完成了系统开发、数据测试，并制订了详细的对内、对外

操作指引。

　　近年来，杨剑带领着广州邮局海关先后荣获全国文

明单位、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海关系统先进集

体、全国海关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全国海关

先进基层党组织、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状等称号，连续12次

荣获全国和广东省“扫黄打非”先进集体称号，培育出5代

广东省“青年岗位能手”和一批全国海关邮递监管业务

专家。

　　而杨剑本人，也多次荣立海关总署个人二等功、三等

功，获评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直机关

“三八红旗手”“广州好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瑾

　　见到畅敏，是在初冬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人

如其名，言谈畅快，思维敏捷。畅敏的办公桌上，整

齐叠放着十几本案卷，这是她正在办理的一个案件

材料。

　　参加工作16年，畅敏主审的刑事案件已逾千

件。她办理的马安桥等涉黑案件被陕西省高级人民

法院选入“全省法院2019年度扫黑除恶五大典型案

例”。

法袍是责任更是担当

　　2019年1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受理了马

安桥等21人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该案不仅是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莲湖法院办理的首起涉黑

案件，也是全市首例“保护伞”与涉黑组织成员同案

受审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从一开始，莲湖法院就高度重视此案，成立了

专案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案点，由分管副院

长担任审判长、与刑庭副庭长霍彪和畅敏共同组成

合议庭，全力办理此案。

　　21名被告人，卷宗多达80余册，足有一人高，审

理该案的艰辛可想而知。莲湖法院时任副院长曹媛

说，“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畅敏承担了审判团队的

大部分工作，她展现出了作为刑事审判法官的责任

与担当。”

　　此后3个月，畅敏每天身处封闭的办案点，扎在

小山一样的卷宗里，白天审阅案卷、罗列证据，晚上

摘录材料、推敲疑难。“如果不是亲手办理该案，我

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畅敏感慨地说，她

审阅的案卷材料背后，是2008年以来，盘桓在西安

市高陵区耿镇耿北村村民头顶的一场“噩梦”。

　　凭借暴力，马安桥黑社会团伙在耿北村说一不

二。他们依托农村基层政权，大肆侵吞、骗取政府、

企业征地、租地赔偿款，垄断村域经济，称霸一方，

给村民形成心理强制，严重危害当地经济、社会

秩序。

　　“涉黑涉恶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老百姓

深恶痛绝。作为刑事法官，对任何一个证据都必须

寻根究底。如果不能对犯罪分子尤其是组织领导者

作出公正判决，那么这个黑恶势力的根，就除不

了。”畅敏说。

　　就这样，畅敏在3个月时间内“啃”下了全案

卷宗的阅卷和证据梳理工作，通过对20余起违法

犯罪事实进行细致地审查，对繁杂的证据材料进

行抽丝剥茧地梳理，形成了570页、30余万字的阅

卷笔录，一旦在证据中发现疑点，她就会第一时

间联系相关部门补充侦查，确保庭前预备工作顺

利推进。

　　“通过办理马安桥案，让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扫黑除恶不仅仅是一项刑事审判，它还是一场

维护基层政权稳定的政治斗争，作为刑事法官，我

们有责任尽快审理结案，早日让犯罪分子受到严

惩。”畅敏向《法治日报》记者坦言。

正义与黑恶的交锋

　　2019年5月31日，古城西安烈日炎炎。经历了整

个春天的紧张忙碌，莲湖法院对马安桥涉黑案一审

公开审理。这场庭审，整整持续了3天。

　　因案件社会影响重大，莲湖法院首次启用“3名

法官+4名人民陪审员”的7人合议庭模式进行审理，

并邀请省市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等百

余人旁听审理过程，彰显人民法院扫黑除恶的坚定

信心。

　　庭审过程中，畅敏每天都要穿着厚厚的法袍，

在审判台上端坐十几个小时，而且还要时刻保持高

度的专注力和清晰的审判思路，确保庭审顺利进

行。为保障庭审节奏，畅敏白天不吃饭，不多喝水，

实在渴得受不了时就用水润润喉咙。3天的庭审结

束后，她整个人都近乎虚脱。

　　6月2日晚7点50分，审判长落下了法槌，宣布庭

审结束，合议庭合议后定期宣判。历时3天近40个小

时的庭审，不仅刷新了莲湖法院近年来刑事案件同

一案连续审判用时最长的历史，也为今后其他重大

敏感案件的审判提供了宝贵经验。

　　庭审结束后，根据合议庭意见，畅敏连续几天

加班加点，起草完成了一份长达213页、共计13万余

字的刑事判决书，21名被告人无一逃脱法律的

制裁。

　　“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畅敏对

法律文书的严谨让刑庭的书记员们深感佩服。马安

桥案判决书定稿后，仅校对工作，畅敏就反复做了

无数次。判决书送印前的那天晚上，她又彻夜未眠，

将判决书逐字逐句过了一遍。直到判决书最终交付

印刷制作，她心里仍是满满的牵挂。

　　2019年6月19日，莲湖法院对马安桥涉黑犯罪

团伙及其“保护伞”案件一审公开宣判。长期称霸一

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终于受到了法律的

严惩。

　　时隔一年半，现在回想起办理马安桥案一路过

关斩将的艰辛历程，畅敏感叹：“如果没有审判团队

的合力，没有全庭和全院的支持，我们很难打下这

场硬仗。而我们莲湖法院，已在这场斗争中拧成了

一股绳。一拳既出，除恶务尽。”

让黑恶势力无处遁形

　　“要全力当好涉黑涉恶案件的公正裁判者，让

审判结果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正是怀着这样

的信念，畅敏一直奋战在扫黑除恶办案一线。

　　前不久，莲湖法院受理了赵某等28人涉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这起案件涉及人数更多，案情更

复杂，案件卷宗多达166本。接手该案后，畅敏花

费大量时间对罪名认定、黑社会组织定性进行案

卷梳理。

　　整整两个月，在畅敏的办公室里，地上铺满了

案卷，她反复研究，细致斟酌，通过对30余起违法犯

罪事实进行细致地审查，对繁杂的证据材料进行抽

丝剥茧地梳理，形成800余页、近50万字的阅卷笔

录，推进案件审理工作顺利开展。

　　“‘打财断血’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环

节，而判处财产刑是法院的重要手段。”畅敏说，在

办理黑恶案件时，合议庭对涉案财产穷尽一切手段

进行调查，裁判文书对涉案财产逐项判明，做到“案

件清结”“黑财清底”。同时，加强与立案、执行部门

的配合，实现全链条“打财断血”，在彻底铲除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同时，催毁他们的经济基础，杜绝黑

恶势力死灰复燃。

　　与此同时，畅敏还将扫黑除恶视作自己积极投

身于完善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每天学习当前审理

涉黑涉恶案件的新特点新动向，积极去社区、企业、

学校等开展各项扫黑除恶普法宣传活动。她说，“既

然选择了人民法官的职业，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严厉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更有义务让更多的人知晓专项

斗争并积极参与其中。”

　　“扫黑除恶任务重压力大，畅敏为此付出了很

多精力和心血。”莲湖法院刑庭庭长申美宁说起畅

敏，不时透出疼惜的神态。2019年办理马安桥案时，

畅敏连续3个月在封闭式办案点阅卷，年仅10岁儿

子只能托给孩子奶奶帮忙照顾。3个月间，经常加完

班回到家，儿子已经熟睡，早上出门时，儿子还未睡

醒。那一刻，身为法官的母亲心头有说不出的酸楚。

　　“作为一名法官，我问心无愧，但我亏欠家人的

太多了。”工作之余，畅敏会尽量帮丈夫多分担一些

家务，给儿子辅导功课，周末陪儿子上他最爱的篮

球课……她曾问儿子：“妈妈很少陪你，你心里怨妈

妈不？”“不怨，妈妈一直是我和爸爸的骄傲！”儿子

的话，让畅敏感到贴心又温暖。

　　“黑恶不除，百姓难安，作为基层法院的刑事法

官，就要不忘为民初心，敢于和黑恶势力正面交锋，

让黑恶势力在审判环节得到应有的惩处，还人民群

众朗朗乾坤。”畅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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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剑（右）在邮递物品监管现场指导防疫物资通关。

李勇 摄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实习生 王文洋

□ 本报通讯员 陈少丹

　　“母亲需要照顾，抗疫需要配合，案件需要尽心。

我就是想方设法尽到自己的本分，不耽误司法工

作！”面对扑面而来的多重困难，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法院杨镇法庭的法官冯晨晨努力克服，在病房中开

展了一场别样的线上庭审。

　　2020年12月31日晚，在顺义法院办公室里，法官

冯晨晨合上了案卷，本年度的最后一份判决如期完

成。本想陪家人一起开心跨年，没想到，家里的一通

电话，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当晚，母亲身体抱恙，刚

下班的冯晨晨急忙送母亲前往医院急诊，紧急常规

检查后，结合病情，医生建议住院观察。次日元旦，冯

晨晨在医院细心陪护着病重的母亲。能够亲自陪伴

在母亲身边，作为女儿，冯晨晨心里着实安心很多。

　　“除了母亲的病情，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当事

人。”作为法官，冯晨晨还有自己的苦衷。原来，受疫

情影响，按照医院的要求，若冯晨晨此时选择离开，

则不能再次申请返程陪护。这一规定，阻碍了原计划

在1月4日上午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

　　冯晨晨承办的这起案件比较特殊，是由北京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回并指定顺义法院进行的重审

案件。据了解，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对程序要求较

高，且案件原告对诉讼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顺义区

突发的疫情，让该案已经由原计划的线下庭审转为

线上庭审。

　　“我知道，此时，当事人也非常需要我。”冯晨

晨说。

　　为了让庭审不停摆，公正不停步，冯晨晨决定争

取在病房里就地开庭。在陪护母亲的过程中，她积极

与审判团队成员联系，充分商讨在医院线上开庭的

可能性与具体操作方案，团队成员齐心协力，快速拟

定方案。

  杨镇法庭庭长王晓磊及时向顺义法院党组汇报

相关情况，方案很快通过了审批。随后，庭长王晓磊

积极协调，迅速安排具体人员按时前往医院，保证复

印好的卷宗材料以及庭审所需设备能够安全送至冯

晨晨手中，确保本次庭审照常进行。

　　为了保障庭审的视听质量，冯晨晨还提前征求

医院工作人员的意见，申请在病房内完成此次庭审。

桌椅位置、网络速度、光线强度、隔音效果……医护

人员细致入微的协助，让冯晨晨心生暖意，也增添了

她对这次庭审顺利开展的信心。

　　“原告，你能否听得清楚，视频是否能看得清

楚？”

　　“法官好，可以听清，可以看清，一切都正常。”

　　“好，现在开庭！”

　　在病房里，冯晨晨是一位陪护母亲的女儿，但在

电脑镜头里，冯晨晨是一名法官，身披法袍，面戴口

罩，有条不紊地主持着庭审秩序。

　　结合开庭前所做的案件情况梳理工作，冯晨晨

在“云端”推动庭审程序正常进行，在书记员的默契

配合下，原被告双方就案件的争议焦点清楚陈述，并

结合各自证据展开辩论。在持续一个半小时的线上

庭审中，冯晨晨沉着冷静，熟练地处理问题，确保庭

审顺利进行。

　　庭审结束后，原、被告双方向法官表示诚挚谢

意，看到电脑屏幕中原、被告双方满意的笑容，冯晨

晨长舒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

　　在王晓磊看来，依托互联网技术，冯晨晨在克服

现有困难的同时，也在创新司法为民方式，让传统的

诉讼活动从“线下”转到“线上”，从“法庭”搬到“医

院”，庭审获得了更多空间与时间的可能性，疫情改

变了庭审的外在形式，不变的是公平正义。

　　心忧“小家”，更心系“大家”。冯晨晨是一个孝顺

体贴的女儿，默默陪伴是她给予病重母亲最大的精神

力量。冯晨晨也是一位普通公民，疫情当前，严格遵守

规定，积极配合防疫工作，尽到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

任。冯晨晨更是一名人民法官，无论何时、不论何地，

不忘初心、恪尽职守、开拓创新、不负人民所望。

　　这一周，冯晨晨的母亲仍在住院，好在身体已有

所好转，冯晨晨深知肩上的重任，再次重返岗位。正

如她始终坚信并奋力践行的法治信仰，公平正义不

会迟到，平安健康也会早日来到。

畅敏：法庭内公正裁判

病房里就地开庭

冯晨晨：

 　畅敏，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审判员。曾获陕西省法院刑事审判

先进个人、西安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畅敏给涉黑案被害人送达刑事判决书。

  图①② 冯晨晨在病房中线上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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