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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林维坤

　　“看，我当年执勤的照片，一晃30多年过

去了，如今‘小黎’变成了‘黎叔’……”

　　“爸爸好帅 ！好在长大后 ，我就成了

‘你’！”

　　2021年1月10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秀英边检站二级高

级警长黎安清带着儿子黎俊程到秀英边检站

站史馆重温从警路，他沿着展板细细参观，不

时在老照片前驻足，眼含泪光。

　　“我虽然从警时间不长，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回顾自己和父亲的从警路，还是会心潮

澎湃。”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黎俊程

被父亲黎安清的情绪感染了。

　　1983年11月的一天，深秋寒风阵阵，湖南

汨罗江畔一小村庄里敲锣打鼓，仿佛过年一

般，6名十七八岁的同乡小伙戴着大红花准备

踏上入伍征程。

　　“那天特别高兴，家里围满了人，公社

还特意放了电影，就一个感觉——— 自豪！”

当时，黎安清坐绿皮火车辗转6天5夜到海

口，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边检队伍中，这一干

就是38年。

　　“那时候条件艰苦，验放查控没有电脑，

用的是手工查控本，工作量大，难度更大。”黎

安清介绍说，1983年7月成立的海口机场安全

检查站，隶属于海南唯一的边检站海口边防

检查站，位于海口市蓝天路的老机场处。

　　1999年3月28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建成

通航，海南有了更远大的飞天梦。然而在通航

之前，黎安清接到一项艰巨的任务——— 筹划

美兰机场边检区域设施建设。

　　从接到任务的第一天，黎安清和同事便

踏上了往返于工地、单位之路，每天戴着安全

帽、拿着图纸和手电筒，参与边检区域设施建

设每一处细节，和建筑工人意见不合而激烈

讨论，为了办公区域的安全实用锱铢必较，将

心血全部倾注其中。

　　“我不是专家，就是凭着一股干劲，摸着

石头过河。”黎安清坦言好在自己学习能力很

强，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手脚勤快，慢慢就摸

着了“门道”，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最终建成

美兰边检站安全舒适的办公区。

　　“海南在日益发展变化，我们的边检服务

与管控也在及时跟进。”黎安清说，从国际旅

游岛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从21国免签、26国免

签到59国免签，从手工验放查控到生物识别

技术、自助通关技术、港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的推广应用，海南对外口岸管控信息化和智

能化水平在不断提高。

　　作为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检处

90后民警，和父亲一样，黎俊程选择边检之

路十分坚定。“我父亲是一名老警察，我从小

就生活在警营大院，对警察职业耳濡目染。父

亲对工作的责任和敬业深深触动了我，我从

小就立志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移民管理警

察，这是我从小就植根于心的梦想。”黎俊

程说。

　　在同事眼中，黎俊程对待工作是一个非

常“较真”的人，为了早日熟练掌握业务技能，

他总是虚心向老同志请教，争分夺秒钻研业

务，反复研究伪假证件资料，他的笔记本里写

得密密麻麻。

　　“2014年4月，被挑选到北京边检总站进行

交流学习，查获从警以来第一起偷渡案件；

2015年10月，被选调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边检处工作；2016年3月，被借调公安部出入

境管理局中管处工作一年；2018年11月，被公

安部挑选参加了赴英国非法移民核查专家

组……”回忆起曾经走过的路，黎俊程难掩内

心激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去年以来的疫

情防控中，黎安清父子两人默契配合处置险

情，将初心与使命镌刻在骨子里。

　　“手机24小时不离身，一听到信息必须第

一时间查看。”疫情暴发初期，黎俊程作为总

站联络员负责对接全国各边检站、省疫情指

挥部、海关、民航等部门，做好境外来琼人员

的数据接收推送、沟通协调等工作，遇到紧急

情况必须立刻上传下达，立即通知相关部门

采取应对措施。

　　2020年3月8日，黎俊程被借调到省疫情防

控指挥部。其间，有一香港籍帆船从香港漂入

万宁海域，未提前办理入境手续。正值疫情期

间，船上人员健康情况不明，十分紧急。

　　在指挥部接到该异常情况后，黎俊程立

即拨打秀英边检站值班室电话，发现秒接电

话的那头竟是自己父亲，他用最简短的语言

通报了情况，要求秀英边检站民警立即处置。

黎安清挂断电话立即向站领导汇报，民警第

一时间进行了处置，将可能发生的危险快速

挡在国门之外。

　　“30余载，两代警察在岁月的更替中奋斗，

坚守着入警时的誓言和初心，展现着两代人民

警察应有的责任与担当。黎叔父子的故事让我

们深受感动，他们在平凡的岗位默默耕耘无怨

无悔，如今又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值

得我们后辈学习传承。”秀英边检站政治处副

主任刘超感慨道。

  图① 黎安清在秀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值班执勤。

  图② 黎俊程在美兰边检站验放旅客。

  图③ 黎安清为儿子黎俊程整理着装、上

岗执勤。

本报通讯员 朱晨鹏 摄

边检父子兵坚守初心誓言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全连

　　寒风瑟瑟，落叶萧萧。

　　“要选聘懂法、心细、脾气好的人，让群众

办事舒心。”2020年11月10日下午，躺在病床上

的翟晓鸣忍着右肋的疼痛，断断续续向电话那

头的无锡市滨湖区司法局政工科长魏辉如叮

嘱道。

　　2020年11月14日凌晨3时48分，翟晓鸣在工

作中劳累过度、体力严重透支，引发急性肝衰

竭，经抢救无效，不幸殉职，年仅45岁。

　　“翟局当时躺在病床上，还在跟我嘱咐‘两

诉中心’人员的招聘，她一向身体很好的，真没

想到，怎么会……”在翟晓鸣不幸离世68天后，

魏辉如跟《法治日报》记者说起那通电话时，泪

水仍在眼眶打转。

　　“让群众办事舒心。”在翟晓鸣14年来的司

法行政工作生涯中，将这句话始终牢记在心

上，做在事里。

　　“‘两诉中心’于2020年10月29日投入使用，

这是翟晓鸣生前的心血之作。”无锡市滨湖区

司法局局长吴锡夏哽咽道，“如果不为尽快完

成中心建设，或许晓鸣不会走得那么匆忙！”

　　滨湖区位于无锡市西南，随着百姓法治意

识的提升，大量矛盾纠纷进入诉讼程序，案多

人少等问题，成为影响和制约审判质效的瓶

颈。为加快全面依法治区进程，从源头上预防

和减少诉讼增量，滨湖区把加强非诉讼纠纷解

决机制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并在

全省率先构建矛盾纠纷多元调处体系。

　　“‘两诉中心’建设事关群众利益，我们必

须抓紧抓细。”2020年6月28日，“两诉中心”正式

开工，翟晓鸣领衔担纲。

　　那段时间，她多地考察，一路上拍下160多

张图片，从建材用料到房间设置，每张照片背

后，她都写下文字说明。“中心建设要简易实

用，花最少的钱，办最实的事！要将中心打造

成为民服务的优秀窗口、纠纷化解的前沿阵

地、群众认可的知名品牌。”翟晓鸣和同事将

法治为民的理念融入实践，先后修改设计图

纸和方案70多次，甚至细化到每个房间插座

的位置。在最忙碌的那段时间，办公室就成了

她的家。

　　时至今日，“两诉中心”的人员仍不敢相信

这个事实：“翟局不会离开，只要走进大门，我

们仍感觉能看见她的身影。”如今，“两诉中心”

平地起，于无声处忆斯人。

　　数据显示，建成后仅3个月，“两诉中心”已

受理诉前调解案件933件、结案289件、立案2503

件。前来参观学习者达17批次。

　　“朗朗乾坤哎，法如天！公正公平有 法

依……”2020年10月15日，滨湖区胡埭镇人民

公 园 广 场 人 头 攒 动 ，“美 好 生 活  法 典 相

伴——— 滨湖区民法典宣传进园区”精彩上

演，一曲“法治吴歌”《劳动法是保护神》，赢

得村民叫好不断。

　　“‘法治吴歌’已成为胡埭法治宣传的名

片。”翟晓鸣生前曾说过，等忙完这阵，就筹划

法治吴歌节，不用高大上，邻里乡亲都来参

加。“要把法律知识用吴歌唱出来，群众听得

懂、记得住。”

　　事实上，紧扣太湖地域特征，挖掘吴地传

统资源，筹划以生态环境等为主题的法治文化

创作，翟晓鸣下足了功夫。活动期间，只要法治

宣传大篷车开到哪里，哪里就座无虚席。

　　“她搞法治宣传，定位准确，思路清晰。”吴

锡夏颇为感慨地说，为让民法典走进群众心

里，2020年9月22日至28日，翟晓鸣牵头组织29

个职能部门，开展“民法典宣传进万家”系列活

动，组织法律专题讲座38场，场场爆满。

　　“没有翟局长，我的工伤认定就会泡汤。这

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在滨湖打工的

陈华（化名），回想翟晓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

事，不禁潸然泪下。

　　2018年12月12日晚，陈华在工作时不慎摔

伤，花去近15万元的医疗费，多次向单位提出

索赔均遭到拒绝。陈华伤残无法打工，妻子失

明，全家每月仅靠低保生活，无奈之下，他决定

寻求法律帮助。翟晓鸣弄清原由，为陈华指派

律师办理此案，并参加庭审旁听。最终，陈华凭

着劳动关系裁决书，成功申请工伤认定。

　　“法律援助是惠民工程，更是保障社会公

平正义的良心工程。”翟晓鸣常说，有公正的法

治环境，百姓才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她待群众如亲人”。在滨湖的街头巷尾，

翟晓鸣

帮 助 贫

困群众的

真 情 有 口

皆碑。

　　2020年10

月 2 0 日晚上9

点，翟晓鸣结束

一天的忙碌 ，终

于挤时间走进了

“两诉中心”附近的

“贝娜造型”理发店。

　　“翟姐爱美爱俏，

为了工作方便总是在我

这儿剪发，她的储值卡里

还有674元没用掉。她知道

我家境困难，逢年过节总会

带些礼品给我，还跟我说年

前要来烫个头，漂漂亮亮过新

年，怎么人说没就没了！”理发

师黄敏说着话眼圈就红了。

　　“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人民立

场，时刻把为民的责任扛肩上，依

法保障人民权益永不忘……”长歌

当哭，满船哀唱。这首由滨湖百姓自编

传唱的“法治吴歌”，在水乡吴地上空回

响，恰是他们对翟晓鸣45年生命里程的

赞歌。而在人们伤痛的追忆里，记者也真

切感悟到“你把百姓当亲人，百姓把你当家

人”的朴素哲理，似太湖水般清澈。

无锡市滨湖区司法局供图

翟晓鸣，有口碑的司法局长

　　翟晓鸣，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司

法局原副局长，先后获江苏省优秀督

查员、无锡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在她

的努力下，滨湖区司法局先后被评为

江苏省“七五”普法中期先进集体、“法

润江苏”系列专项行动先进集体。她参

与筹建的滨湖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

基地被评为第六批省级法治文化建设

示范点。

□ 本报记者 邓新建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谭国钱

　　“我们为戒毒人员治病

时，辅以治‘心’，往往事半

功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

区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生林

健辉扶了扶眼镜，轻声细语

地给记者讲述着他十年来

的工作。

　　林健辉的患者，无一例

外，全是大小毛病缠身的戒

毒人员。但在林健辉眼中：

“他们既是吸毒者违法者，也

是受害者，更是病人。”

　　他积极关注每一位戒毒

人员的身体健康变化，根据

病情动态制定一系列治疗方

案，更常常化身“侦探”在医

学专业之外查找病因，通过

心理疏导等，确保了戒毒人

员 在 戒 期 间 病 情 稳 定 无

恶化。

　　有“私心”：希望每

个出去的人不再回来

　　“他看病最仔细，对我们

的诉求从来不敷衍，我也什

么话都能跟他说。”戒毒人员

梁某觉得，林健辉就像“哥

们”：“我的心脏安装了金属

心脏瓣膜，只要心理负担重

心脏就跳得很快，胸口像压

着石头般难受。林医生就经

常跑来跟我聊天，给我解释

病情，安抚我。”

　　了解到梁某为出所后的

生存问题担忧后，林健辉专门

向戒毒所所长陈超灼报告，通

过其户籍所在地大泽镇政府安排专业

社工，在他出所后进行帮扶。目前，连

同梁某在内的大泽镇吸毒人员，大多

根据各自需求，参加了大泽镇政府组

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许多人也都找到

工作，已经自食其力了。

　　职责范围之外，为何“多管闲事”？

林健辉说他有自己的“小私心”：“希望

每一个出去的人，都不再回来。”

　　大泽镇“二进宫”的吸毒人员林

某刚来到所里时，因身患脉管炎和高

血压等多种疾病，觉得人生毫无希

望，遂消极对抗戒毒。

　　“他总是低着头不说话、情绪低

落，不太愿意接受治疗。”林某的表现

让巡诊的林健辉深感忧心：“不积极治

疗，这身体是要被拖垮的。”于是，林健

辉查阅了林某的档案了解到，林某自

幼因父母溺爱以及缺乏沟通走上

邪路，并最终与父母“决裂”。

　　心病还得心药医。林健辉在

巡诊时，总是多跟林某说说话，

聊聊家庭、谈谈生活，督促其

按时服药，并根据病情动态

制定一系列治疗方案。同

时，他通过管教，与林某的

父母取得了联系。慢慢

地，林某解开了心结，不

再自暴自弃，坚定了

戒毒的决心。

　　林某 出 所 当

天 ，感 慨 万 千 ：

“ 这 是 我 人 生

中 最 宝 贵 的

时 刻 ，感 谢

林 健 辉 医

生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对未

来重燃了希望！”

　　守“初心”：为戒毒

人员健康保驾护航

　　“别看一些吸毒人员平

常大大咧咧，一副‘社会我大

哥’的模样，其实，他们长期缺

乏关爱，心理很脆弱，与舍友吵

架、谎称有病，不过是为了引起

管教的关注。”林健辉说，只要

细心观察找到症结，跟他们多

谈谈心，生理脱瘾期外那些头

疼肚子痛、失眠等症状，很可能

就不治自愈了。

　　艾滋病吸毒人员赵某从进

所以来，就三天两头头痛头晕、

胃痛、失眠等小毛病不断。“他

特别喜欢在深夜11点后按铃，

一会儿说头疼一会儿又失眠，

一晚上按铃四五次。”林健辉

说，他反映肚子痛，当医生撩起

他的衣服刚刚触碰到肚皮，就

听他鬼哭狼嚎喊“疼”。经过一

番察言观色，化身“侦探”的林

健辉判断，赵某分明就是“戏

精”上身。

　　考虑到赵某因常年吸毒

本就“不招人待见”，已被家人

嫌弃甚至遗弃，所以，赵某此后

再按铃，林健辉总是和颜悦色

地跟他解释病情，聊聊生活唠

唠家常，并安慰性地开一些维

生素类药。每逢巡诊，还特意在

他那儿多呆一些时间，多几句

关心的话语。没过多久，赵某那

些头疼失眠的毛病就都好了。

　　然而，最让林健辉挠头

的，还是那些千方百计不配

合治疗，以期加重病情后申请保外就

医的戒毒人员。“我们准时把药片发到

病号手中并监督其服药，可是他们却

千方百计地敷衍。譬如，吃药时把药吐

到浓茶里，或者把药放到嘴里卷到舌

头下应付检查。”林健辉说。还有一些

比较隐蔽的做法，譬如，高血压患者要

求低盐低钠饮食，有人就专门给自己

加料喝咸汤，糖尿病患者要求少量多

餐控制饮食，有人却故意多吃饭。

　　欧某是一名高血压患者，病情一

直控制得很稳定，但是有几天收缩压

却突然从140毫米汞柱飙升到200毫米

汞柱，这让林健辉很疑惑。他把问题反

映给了管教。很快，管教从欧某宿舍找

到了一大包方便面的调料包。原来欧

某专门收集舍友调料包冲水喝，为的

就是达到高血压三期高危程度，好申

请保外就医。

　　管教没收了调料包后，林健辉赶

紧调整药量，做好治疗，还专门找欧

某谈心，再次分析利害关系：“这么伤

害自己，万一引发脑血管意外，一旦

中风瘫痪，动不了了，就算能够保外

就医，你出去还有什么意思？”在林健

辉的开导下，欧某总算打消了拿自己

生命当赌注的念头。

　　“为患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保

驾护航，是我们医者的责任。”这是林

健辉从医的初心。

　　最操心：就怕离了自己

却累垮搭档

　　可是，他何曾如此细致地对待过

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2020年年初

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后，林健辉始终

坚守在防疫第一线的岗位，直到被同

事送进医院。

　　疫情防控期间，戒毒所实行封闭执

勤，医疗组一共7人，人手紧任务重，他在

所里一住就是几个月。3月初，他的身

体状况开始出现问题，腹部疼痛难忍。

“所里现在需要我，一旦外出检查，怕是

半个月都不能回来上班。”于是，他根据

表象症状，按照肠胃炎给自己开药治疗。

　　4月2日，林健辉在执勤期间病情

加重，被同事送至医院进行治疗。听

说自己患的是肠梗阻，要打“持久战”

才能调理好身体。心系戒毒所的他，

坚决要求转院手术代替治疗：“平

常两人搭班还忙得连轴转，如今

我的搭档一个人干两人的活儿，

累垮了怎么办？”

　　果然，手术一周后，林健

辉就回到了所里，继续投入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图① 林健辉在做问

诊记录。

　　图② 林健辉在发

放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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