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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王海荣

　　时刻面临正与邪、血与泪、生与死的考验，常常为了案件

侦办绞尽脑汁、不辞辛劳……这是刑侦工作和刑侦民警生活

的真实写照。

　　在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有这样一位老刑警，从警27年

来24年都战斗在侦查破案和打击黑恶犯罪一线，为所热爱的

公安刑侦事业默默奉献着心血智慧和青春年华，是名副其实

的“硬核刑警”，他就是渭南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级警长

陈力。

　　陈力思维敏捷，精通法律，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让他练就

了一身过硬的业务本领。他先后主办和参与侦破了陕西潼关

“冯永强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盛福会等人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蒲城“郭向阳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十余起有影响的

黑恶案件；参与侦办了白水“1·02诈骗杀人案”等一大批大要

案件；指导全市打掉了60余个恶势力犯罪团伙，被渭南市公安

局聘为“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家”。

警中谋士破大案

　　地处秦、晋、豫三省交界处的陕西潼关，由于盛产黄金，被

中国黄金协会授予“华夏金城”的称号，在黄金产业发达的背

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一些为了争夺黄金、谋取

不正当利益的暗流也在涌动。

　　在潼关，有一个以冯永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以护矿

为由，假借慈善之名，长期盘踞在该县矿区内为非作歹，非法

牟利。2007年2月，渭南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秘密侦办此案。

有着办理多起黑恶势力犯罪经验的陈力被任命为材料（证据

审核）组副组长，成为专案组的骨干。

　　“‘材料组’听着不起眼，但实际上是整个专案的枢纽和指

挥部。‘ 2·13’专案全市调警100多人，下设了审讯、抓捕、外围

取证等多个工作组，‘材料组’不仅要‘排兵布阵’，统筹各个工

作组的任务，还要协调检、法两院固定每

一起案件的证据，工作量极其繁重，只有

‘全把式’才能胜任。”一同参与办案的侦

查员、现任渭南市公安局环食药支队副

支队长杨晓胜向《法治日报》记者介

绍说。

　　“‘ 2·13’案时间跨度近10年，涉及系

列案件和众多人员，主要犯罪头目狡诈、

凶狠，很多群众慑于他们的淫威不愿配合调查，加上受害人提

供的案件线索模糊不清，案件侦办难度极大。为了破案，陈力

是豁出命了，连续4个多月，他经常晚上研究案情到一两点，一

大早又提前‘开工’，将梳理好的侦查重点和工作方案分派给

大家。案件移送检察院后，陈力和其他4名侦查员继续补充侦

查、完善案卷，最终成稿的57本案卷他都字字斟酌、句句推敲，

力求顺利结案。”老刑侦成世民回忆道。

缜密取证办铁案

　　陈力办案一贯注重程序的规范和证据的严谨、准确。从警

27年来，他参与办理的上百起刑事案件，没有一起被群众投

诉，也没有一起冤假错案。为了顺利破案，将案件办成铁案，他

经常不顾个人安危，收集关键性的证据。

　　2003年，在办理“盛福会等人抢劫金矿石案”时，通过前期

侦查，陈力获悉抢劫案件现场唯一能找到的目击证人赵某租

住在潼关县城一出租屋。为锁定证据，陈力先后两次到赵某租

住处寻找，均未果。眼看着起诉日期临近，在打听到赵某正在

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一金矿坑口下井时，陈力顾不上吃饭，

叫上侦查员侯志刚一起驾车朝坑口奔去。

　　秦岭山路上一边是山体，一边是悬崖，崎岖难行，异常危

险，当车行驶到距离坑口三四公里处时，到处都是坑洼和碎

石，车辆无法前行，两人只好步行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坑口，

找到正准备下井的赵某并顺利作了笔录。

　　2015年1月，内蒙古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盲井案”，该系列

案牵出渭南白水两起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案件。为

配合公安部“1·02”专案顺利办结，渭南市公安局指派陈力到

白水督办专案，重点进行证据搜集。“1·02”系列案大多是“三

无”案件，即无尸体、无现场、无直接证据，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供述此前自己在哪里杀了人。

　　如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定罪是摆在所有办案民警面前的

难题。善谋者智，善行者胜。在对其他省区案件进行充分研究

和借鉴后，陈力从翻看值班台账和工人工资表入手，成功从工

资表中确定了两起案件的核心证人，推动了整个案件的进展。

为了复原现场，他不顾涉事矿井废弃坑道缺氧的危险，下到井

下实地查看，最终巧妙地通过制作现场“三维地理图”对现场

进行了复原，完善了案件证据材料。

老骥伏枥涤黑恶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严重透支着陈力的身体健康。2014年，

陈力被确诊患有结肠肿瘤，为了不影响整个支队的工作士气，

一向乐观、坚强的他选择了默默治疗。经过半年多的化疗，病

情刚一稳定，陈力便回到了他热爱的刑侦岗位，支队领导考虑

到他的身体状况，常劝他注意休息，量力而行，而陈力却自我

打趣道，“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

　　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有着多年侦办黑

恶势力犯罪经验的陈力被市公安局聘为“全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专家”，负责黑恶案件侦办把控和部省黑恶线索复核

工作。

　　为让每起黑恶案件准确定罪，顺利办结，54岁的“老刑

警”陈力不仅自己坚持学习有关黑恶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

还加班加点编辑了《渭南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用

指南》一书，指导全市黑恶案件的办理。在他的努力下，2018

年，渭南市公安局在全省线索大清零活动中率先清零，全省

排名第一。

　　“他工作思路特别清晰，又极有责任心，办公桌上经常摆

放着一沓稿纸，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每起部、省督办案件线索的

调查提纲和侦办重点。”一同在扫黑办工作的刑警支队一大队

副大队长齐鹏说。

　　陈力不仅善于办大案，还愿意分享工作经验，和他共事过

的民警都对他由衷地敬重。跟着陈力成功办理多起刑事案件、

现任渭南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的张荔不无感激地说，

“师傅待人诚恳，工作责任心极强，对案件把关和证据要求特

别严格，他带徒弟不是蜻蜓点水，而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

种人格魅力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涉黑涉恶案件办理难度大，对民警的办案水平和法律素

养要求特别高，我们年轻人压力一大，容易急躁和泄气，他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平时不仅工作上手把手地教，还经常找大

家谈心，舒缓压力，是支队名副其实的‘好大哥’‘定心秤’！”渭

南市公安局扫黑办青年民警雷雨辰感慨道。

　　“刑警工作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次案件的成功破

获，只有我们尽责了，才能使每个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

才能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陈力说。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霞姐，你来这么多年了，大伙儿都知道你是啥样的人，都听你

的，这官司我不打了。你这一说，我心里敞亮了……”5月30日，在薛

店镇一村委会调解室，一个年轻人红着脸说。

　　被称作“霞姐”的是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薛店法庭庭长胡小

霞，也是法庭唯一的一名员额法官。她调解的案件是一起民间借贷

纠纷。“钱也不多，虽说没有借条，不管谁对谁错，钱没了可以再挣，

但感情没了就很难修复了。”她的一番话，打动了当事人双方，原告

当场要求撤诉。

　　郏县法院院长宋景婵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说，胡小霞从审判

员做起，已在薛店法庭工作18年，走遍了辖区235个村庄，所办案件没有

发生一起信访案件，尤其是2017年司法体制改革以来，薛店法庭共

审理案件1603件，办结率达99%，绩效考核年年位居全院第一。

　　分管法庭工作的院领导张会利手头的一组数据则显示，在郏

县法院下辖的4个人民法庭中，薛店法庭管辖的乡镇、人口最多，任

务最重，但受案数最少，且调撤率和服判息诉率最高、上诉率和强

制执行率最低。

调解优先确保案结事了

　　“人民法庭受理的婚姻家庭、民间借贷、侵权等案件，件件都关系

着每个家庭的幸福。要重调解、重沟通，把群众当亲人，要想方设法做

到案结事了。”1971年出生的胡小霞长在农村，深谙乡村风土人情。

　　年过九旬的张某到法庭诉称，他有两个儿子，因兄弟二人发生

矛盾，长子长期未履行赡养义务，他一直跟随次子生活，要求两个

儿子履行赡养义务。当天中午，胡小霞带领法庭工作人员放弃午休

时间，来到张某家中。她一进屋就拉着张某的手拉家常，询问他的

身体状况，并详细问了两个孩子的情况。

　　“都说家里老人是个宝，你们把宝往外推。孩子和左邻右舍会怎么

看你们？”张某两个儿子到齐后，胡小霞分别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经

调解，两人同意每月各支付父亲生活费300元，父亲医疗费各承担一半。

　　“赡养案尽量不下判，调解结案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胡小

霞说，2017年以来，她办理的41起赡养案件全部以调解、撤诉的形

式结案。

　　胡小霞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她用法理、人情、理

解、尊重的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矛盾，赢得了群众“闺女、大姐、阿

姨”的亲切称呼。

　　“她始终将调解优先原则贯穿案件审理全过程，积极探索调解

结案的新思路，本着‘能调则调，多调少判，案结事了’的原则，探索

和建立起庭前、庭中、庭后调解的立体构架，最大限度地确保案结

事了。”张会利介绍说。

　　胡小霞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抓住矛盾实质，紧扣关键调解———

离婚案件把握“感情”这一主线，就“和不和”“离不离”“怎么离”进行调

解；赡养案件围绕“养活”这一中心，就“怎么养”“如何养”“何时养”进行

调解；债务案件围绕“偿付”这一本质，就“还多少”“如何还”“何时还”进行调解。

　　为解决因外出务工、年老体弱不便参加诉讼的问题，胡小霞带领法庭工作人员

变“坐堂问案”为“上门服务”，实现由“以法庭为中心”向“以群众为中心”转变，把法

庭搬到偏远山区、田间地头、百姓家门口，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消除一口气赢得群众心

　　李姓兄弟二人因建一处化粪池伤了和气，哥哥把弟弟告到了法庭。

　　胡小霞带领法庭工作人员到现场实地查看发现，两家互为邻居，哥哥住在东，

弟弟住在西，弟弟在南院外一米处打有一口饮水井，靠西南角院墙外有一处化粪

池，哥哥家出入不便。

　　“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两人怎么会闹成这样？”胡小霞分别与兄弟俩谈

心时，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哥哥盖房时，弟弟忙前忙后去张罗，弟弟盖房时，哥哥

在外打工始终没回来看一眼，也没打过一个电话。弟弟心头憋了一口气，在盖房时

有意把水井和化粪池建在离哥嫂最近的家门外，就是每天要恶心哥嫂一家人。

　 胡小霞没有急着去审案，而是分头到兄弟两家去交流。哥哥说，他外出打工不

容易，请不下假，为没能帮弟弟建房一直很内疚，回来看到弟弟在门外建的水井和

化粪池，便气不打一处来。

　　胡小霞把兄弟俩叫到一起，当面说出哥哥对弟弟的歉意，并指出弟弟把化粪池

建在离哥哥家不远处，不仅不利于哥哥一家人的出行，离自家吃水井那么近，也会

影响到全家人的健康，损人并不利己，何苦呢？

　　“都是我的错，哥得原谅我！”弟弟羞愧难当。哥哥红着脸说：“哥也不对，你毕竟是弟

弟，哪能去告你。”哥哥当面向胡小霞申请撤案。一起发生在兄弟之间的纠纷彻底化解。

　　“老百姓很多时候，打得不是官司而是一口气，气顺则心顺。”胡小霞说，人民法

庭作为法院工作的前沿阵地，直接面向农村，受理的多是家庭婚姻、土地纠纷等鸡

毛蒜皮的“小”案件，案件不大，却琐碎繁杂，处理不好还可能发生“民转刑”案件，化

解一个案子，当事人心中就少了一个死结，生活就平添了一份祥和，社会就增加了

一份稳定，自己也就多添了一份幸福。

设立联系点便民又利民

　　“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

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然后再

跟他了解情况。”谈起就地办案，胡小霞说。

　　这些感受，都是胡小霞在办案中总结的经验。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前沿，她

尝试在所管辖的4个乡镇设立法庭服务联系点，并将自己和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以

及照片、姓名、职务、联系电话制作成标牌，挂在村中醒目的位置向群众公开。

　　“联系点可真管用！村民经常打电话咨询法律事务，有时电话里解释解释就把

问题解决了。”胡小霞笑着说。

　　胡小霞还聘请在乡村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群众担任法庭服务联系点联络员，

由他们依据乡规民约、道德伦理、人情大义处理民间纠纷。

　　“比起到法院花钱打官司最后结怨，群众更喜欢通过‘二叔’‘三舅’的免费调解

来化解矛盾。”薛店镇党委书记薛晓东说，胡小霞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带着对人民群

众的深厚感情办案，深受群众的爱戴，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胡小霞扎根人民法庭18年的事迹深深打动了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他对记者

说：“胡小霞同志用心用情认真办理每一个案件，真心对待每一名当事人，让他们感

受到了公平正义，赢得了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 本报记者 杨晋峰 王春 文/图

　　李持忠，1984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

中共党员，是枫杨社区居民的“平安使

者”，老人们口中的“好儿子”。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枫杨社区占地面积0.259平方

公里，总人口数8477人，其中常住人口

6507人，流动人口1970人，60岁以上老人

约2000人。南湖派出所枫杨警务室成立

于2000年，2013年5月枫杨警务室作为首

批十个示范警务室进行改革运行。2015

年3月6日，南湖公安分局发文以专职社

区民警李持忠名字命名警务室，对李持

忠创新“五心”工作法、建立枫杨社区视

频监控圈、为群众排忧解难守护辖区安

宁工作表示肯定。

　　李持忠，一如他的名字“持之以恒、

忠心为民”。从1997年李持忠第一次踏进

枫杨社区，如何将枫杨社区管理得更好，

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们提升幸福指数，

成为他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他摸索

出的“交民心”“安民心”“聚民心”“暖民

心”“顺民心”的“五心”工作法以及以“人

性化管理”“常态化巡防”“信息化管控”

“亲情化服务”为中心的“睦邻警务”，让

社区邻里和睦，警民亲如一家。

　　早些时候的小区里时不时就会发生

盗窃案，而且因为老房子的结构缺陷，车

库都深藏在楼道拐角里，往往一发案都

是连着几家一起被盗。要提升安全感就

必须把小区相对封闭起来。对此，李持忠

开始到处联系，多方征求意见，但是要把

这么一个偌大的小区整合成一个全封闭

的整体却并不容易。后来，李持忠把小区

的地图要来，熬了几个晚上，设计出两套

方案贴在警务室门口供大家投票选择，

既遵从了民意，也让小区封闭变成了

可能。

　　随着科技的发展，接轨高新技术助

力社区警务发展，成了一种趋势。李持忠

又琢磨出给小区里每栋房子的楼道里安

装上摄录一体机的新办法，加上小区主

干道及外围派出所监控，为小区筑起一

道“视频围墙”，从根本上解决了盗窃案

件的发生，社区的刑事警情数呈每年近

15%的下降趋势。

　　传统入室盗窃等侵财类案件得到控

制以后，怎样提高老人们的防骗意识就

成了李持忠的心头大事。那时候他做过

很多宣传小卡片，上面印上了自己的名

字和联系方式，虽然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但跟李持忠的预期还是差了很多。他又

想着搞一个专门说防范的小课堂，就叫

“阿忠有约”。从那以后的每个星期五，李

持忠都会在警务室门前的小空地上架起

一盏灯，喊上纳凉休闲的老人们一起来

坐一坐，在聊天中跟他们说说最近高发

的案件类型。在无形中，为他们普及了防

盗防骗的小知识。

　　李持忠创造性地总结出“五心”工

作法，他认为，只有真的做到了这五颗

心，社区警务工作才算是圆满的。去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枫杨小区开始实

行凭健康码出入制度，老人们没有智能

手机，出入小区成了一个难题。李持忠

兼任三水湾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他从孩

子们每天挂在脖子上的学生证，联想到

为老人们也做一张能挂在脖子上的健

康证明。于是他找到所领导汇报了这一

想法，得到了所领导的积极支持，很快

就制作了第一批500张健康证明为老人

们送上门。

　　今年3月，为了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

方便快捷的数字化服务，李持忠在社区

建立起全区首个“老年人服务e站”，除了

有支付宝兑换，户籍、律师免费远程咨询

服务外，还设置了网上自助办理区，可为

老年人提供“一站式”“一窗式”公安政务

服务。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民警，李持忠或

许没有荡气回肠的英雄事迹，没有侦破

大案的热血慷慨，有的只是在平凡岗位

上的勤恳敬业和默默付出，让辖区老百

姓享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花了24年

时间，把居民变成了自己的亲人。他是公

安队伍中一颗扎根在社区的“螺丝钉”，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散发着自己的“光”

和“热”，用不改的初心、为民的真情、顽

强的意志，守护着一方平安。

“硬核刑警”陈力：

警队里的“定心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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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使者”李持忠：社区里的“螺丝钉”

　　▲ 每天挎着警

务工作包，走街串巷

了解群众心声成了李

持忠坚持24年的工作

模式。

　　 李持忠（右二）

利用空闲时间，为在

派出所实习的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学生讲解

自己的“五心”工作法。

　　▲ 李持忠在警务室的“老年人服务

e站”，帮助两位老人通过视频咨询身份

证丢失后的办理方法。

　　图为胡小霞（左二）回访当事人。

　　图为陈力挑灯夜伏研究案件。

   社区群众有

啥烦心事，都愿意到

警务室找李持忠唠一

唠、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