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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陈婉宁 魏越

  “找到了！”严方已经端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

地盯着屏幕好几个小时了，他的面前是一枚残缺

变形的指纹。

  10°、20°、30°……为了破解这枚指纹，严方

不断地尝试调整角度。每调整一次，就要重新编

辑一轮特征，重新和上百枚指纹一一进行比对，

光这一枚指纹，他就反复编辑比对了1 0 0 多

次……就在这样的不断调整下，他终于找到了这

名躲藏了20年的凶手，开心地大叫了起来。

  根据严方提供的指纹比对信息，陕西警方很

快将潜逃20年的命案凶手抓获归案。

  严方，现任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

刑事警察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在他的履历中，记

有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

功两次，还有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江苏省先进工

作者、江苏省忠诚卫士、江苏省杰出人民警察、苏

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各级荣誉称号。

  从警20多年，严方潜心探索一个个黑白相间

的指纹迷宫，在细密的沟坎、断续的线条中找寻

破案的“密钥”，让一枚枚沉默的指纹“开口说

话”，逐步成为苏州公安刑事技术领域的标杆

民警。

  近年来，严方先后20余次被公安部抽调到全

国各地参与这样的攻坚行动，破获了多起命案积

案，其中不乏长达30年的命案积案。因专业水平

高超，严方入选公安部青年技术人才库，被江苏

省公安厅聘为刑侦专家组成员，并被苏州市公安

局评为重点人才。2016年他被南京工业大学聘为

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2018年被江苏警官学院聘

为刑事科学技术系学生指

导老师。

  踮脚下蹲、转体移位、水

平支撑……这不是在进行体

操比赛，这是严方在勘查现场时

的常用动作。

  2020年，苏州高新区某首饰店发

生一起特大盗窃案，价值200余万元的首

饰被盗，严方火速赶往现场。昏暗的光线里，他

趴在柜子底提取到一枚极有价值的指纹。由于监

控基础条件差、犯罪嫌疑人身份扑朔迷离，身为

技术员的严方细致勘查，地毯式搜寻现场可能遗

留的痕迹。

  随着现场勘验工作的不断深入，一条物证链

在严方心中渐渐成形，为了进一步印证心中的猜

测，他从中心现场向外探索。只见他微微后退下

蹲，上臂延展，起身一跃，四肢并用，灵活地爬上

了不远处两米多高的墙头。

  果然，严方在这里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遗留

的半个掌纹。趁热打铁，严方立即就地对提取的

痕迹开展比对，不到两小时就锁定了嫌疑人李

某。侦查员根据线索，火速实施抓捕，7小时内即

快速破案、人赃俱获。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严方深知，刑事技

术工作必须搭上“大数据”这趟快车，不断追求极

致，用更快的速度为群众追赃挽损。为此，他积极

学习各类不同的应用平台，收集全国各地的指纹

数据，不断优化本地数据资源。在严方的努力下，

苏州指纹比对资源全国领先，实现了更快地破苏

州案件，更多地破全国案件。

  在案件侦破中，严方追求的是“确定”二字。

“技术关是案件侦破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把好，

不留疑问。”每次身处案发现场勘查，严方都会将

自己代入，如果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会怎么做？他

也常常坐在讯问室旁听，默默观察分析，原来犯

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是这样的、动作是这样

的……正是凭着这份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方攻克

了诸多疑难案件。

  翻开严方的工作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

着工作感悟。面对每次系统算法升级，严方都会

认真研究背后的奥义，边思考边摸索，再将所想

所悟付诸于具体工作实践。

  “严方是一个特别善于创新的人，虽说从事传

统痕迹检验工作，但是他注重运用现代警务手段，

压缩抓捕犯罪、为群众挽损的时间，眼明手快是他

的目标。”这是同事们对严方的评价。在同事眼中，

严方是专注指纹世界、寻找解密钥匙的“工作达

人”；在群众眼中，严方是值得信赖的“破案专家”；

在严方自己看来，唯有创新，才能将自己的专业研

究得更加深入，才能更好回应群众期待。

  严方认为，一名刑事技术员就要以钻研的精

神直面纷繁复杂的指纹迷宫世界，寻觅蛛丝马迹、

逐一抽丝剥茧，以探究真相、伸张正义。每个月，严

方都会将那些他尚未破解的指纹重新审视一遍，换

个思路，再编辑一次特征，进入指纹库再比对一次。

最久的一枚指纹，他已经足足跟踪了17年。“案件一

日不破，就一天不能放弃。”严方坚定地说。

  图① 严方（左）向同事传授指纹提取技巧。

  图② 严方正在比对指纹。

□ 本报记者  黄洁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赵茜茜 邓有林

  国庆假期，北京西站的客流量明显增加，客流

如织的北广场一楼进站口，女民警史倩倩站在“110

文明服务台”内，热情地为前来问询或求助的旅客

服务。

  到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工作一

年，年轻的史倩倩已褪去青涩，崭露头角，不仅积

极参与处置了多起突发警情，还帮助旅客找回多

件遗失财物。旅客寄来的10余封感谢信和两面锦

旗是对她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

  2020年10月，结束在看守所的实习后，史倩倩

被组织上安排到北京西站派出所工作。用她的话

说：从到警务执勤队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像在拆

“盲盒”，既充满期待又富有挑战。

  北京西站派出所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锻炼和

培养，设置在北京西站北广场一楼进站口的“110文

明服务台”是派出所的执法前沿，也是派出所锻炼

青年民警的重要平台，史倩倩一来就被安排到了

这里。

  今年2月10日，农历腊月廿九，史倩倩接到车站

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醉酒男子不听劝阻，无票闯

验证验票口。面对突发警情，史倩倩立即赶往现场

处置，边跑边回忆业务培训中对于常见突发警情

的处置规范。

  到达现场后，一名带着醉意的中年男子正倚

靠在进站口的玻璃门上，嘴里嚷着“要进站，车马

上开了”，旁边两名工作人员一直在劝阻。按照处

置规范，史倩倩先是尝试将该男子带离，但没有成

功，随后便通过电台呼叫支援，最终在同事的帮助

下将该男子成功带至民警执勤室醒酒。有了这次

经历，史倩倩对突发警情处置增添了信心。

  对史倩倩来说，一楼“110文明服务台”是警务

执勤队的执法前沿，二楼的警务工作站则是警务

执勤队处置警情、调警的中枢神经，这里不仅要受

理旅客报警，还负责直接下达任务指令。经过几个

月的一楼“练兵”后，史倩倩被队长安排到“警务工

作站”继续学习。工作中，史倩倩不仅善于观察，还

虚心向身边的老民警请教，在老民警处置警情时，

她总是细心观察，用心去记。每次自己处置完警情

后，她还会向老民警请教有没有疏漏。

  面对工作上的更高要求，史倩倩逐渐树立了

“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第一责任”的工作意识，不

仅要掌握信息梳理、情况研判，还要学会合理布

警、任务分发到位，确保站台上重点列车不漏接、

不错接，出站口卡控、站车查缉措施有力。

  史倩倩从小就是个做事有计划、有安排的认

真姑娘。平时，她喜欢看一些逻辑推理的书籍，也

经常在工作中锻炼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努力提

高现场组织协调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她还

会在任务结束后撰写《工作日志》，将工作过程一

一记录下来，并标注工作心得，时刻提醒自己。

  工作中，史倩倩是个热心肠，每每遇到旅客求

助时她都会竭尽全力相帮。“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

品，看到他们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时，我觉得很有

成就感”，史倩倩笑着说。今年7月14日晚，史倩倩在

警务工作站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求助，称自己在

第五候车室候车时不慎遗失了一部手机，手机中

存有重要信息，请求民警帮助找回。由于王先生着

急乘车，他留下联系方式后就赶紧检票上车了。

  接到求助的史倩倩在第五候车室内一排一排

顺着座椅进行查找，15分钟后果然在一个座椅下

发现了手机。抬手一看表，王先生的车还有8分钟

开车，她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第10站台，最终将手

机交给列车乘警转交王先生。望着远去的列车，

跑了一头汗的史倩倩心情很愉悦。随后，王先生给

史倩倩发来短信，对她的热心帮助再三表示感谢。

  如今，北京客流量最大的北京西站已成为北

京西站派出所青年民警们施展才华的练兵场，与

史倩倩一样的青年民警们不仅用勤奋和智慧筑起

一道道安全防线，还用真诚和果敢履行着人民警

察的责任与担当。

□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沈思佳

  “我们受德清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

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法庭

上的陈晓青思路清晰、语气铿锵有力，10年刑

检业务的经验积累，已经让她拥有一名优秀

公诉人的沉着与机敏。

  她是奋战扫黑除恶一线的“铁娘子”，是

三尺公诉席上义正辞严的公诉人，也是化解

矛盾的温情知心人。

  翻开陈晓青的履历，浙江省刑事检察人

才库成员、湖州市最美公务员、全县劳模……

“因为见过太多优秀的人，我才知道自己的差

距有多大，所以我更要潜心学习，不然就会本

能恐慌。”虚心、低调是这位基层女检察官给

人的第一印象。

  10年从检生涯，陈晓青承办了各类刑事

案件千余件，其中不乏疑难复杂大要案。先后

办理了浙江省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涉黑案。27

名犯罪嫌疑人、140多本卷宗、80余万字的审

查报告、403专案室里度过的日日夜夜……这

些数据都是最好的见证。还有湖州市首例涉

黑社会性质组织系列案、德清县首例涉黑恶

“保护伞”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由

于出色的业务能力，她被浙江省委、省政府评

为“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绩突出个人”。

  在一次次善与恶的交锋中，陈晓青用责

任守护公平正义。张强（化名）是一起组织卖

淫罪的犯罪嫌疑人，案件最初是以容留卖淫

罪移送过来的，但是陈晓青审查后发现许多

关键性证据还有缺失，并且应当认定为组织

卖淫罪。面对犯罪嫌疑人的零口供，陈晓青明

白，只有从证据链上下功夫才能让罪犯服法。

“她开的补证提纲每次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这也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侦查工作。”一位与

陈晓青打了多年交道的公安民警说道。最终，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告人张强从庭审

前的零口供到当庭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

案 件 得 以 顺 利

判决。

  这就是陈晓

青，面对复杂案

件迎难而上，面

对简单案件谨小

慎微。在她的办

公桌上，一本本

专业书籍，一行

行读书笔记，她

用 最 细 致 的 方

式，一笔一画书

写着自己的理想

和坚持。

  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10年

如一日的辛苦付

出，换来了业务

能 力 的 迅 速 提

升。陈晓青是85

后，正是单位“中

流砥柱”般的存

在，大家也都喜

欢和她探讨业务

问题。“晓青姐，

这个案子为什么

这么量刑？”“晓

青姐，犯罪嫌疑

人翻供怎么办？”

“晓青姐，起诉书

里这个格式怎么

写更好？”在浙江

省德清县检察院

里，每个新入职

的检察官助理都

或 多 或 少 问 过

“晓青姐”问题。

“我自己跌过不

少跟头，就希望

尽可能帮助他们

少走些弯路。”在

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陈晓青尤其注重传帮带，她认为个人的荣誉

都是来源于集体。

  正是在陈晓青的带领下，近年来，第二检察部屡创佳绩——— 针

对民营企业内部贪腐问题，创立“五式工作法”，筑牢民营企业

“防腐墙”。陆续创设《检说三人行》音频普法栏目，发布《德清县

民营企业内部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目前，全省首个清廉民企

法治教育基地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作为一名青年检察官，面对疑案，她查微析疑、匠心推敲；出

席庭审，不卑不亢、逻辑缜密。她说：“每一件案子都会影响一个

人的一生，每一条证据都体现着司法尊严，我始终保持着对法律

的敬畏，坚守着检察初心和法治信仰。”

  “我没有故意杀人，我绝对不会认罪的。”这是一起涉嫌故意

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第一次见到陈晓青说的话。第一次提

审进行得并不顺利，李某对检察官的讯问也非常抗拒。陈晓青没

有再直接讯问案情，而是想从侧面多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李某是

位单亲妈妈，女儿在老家由老人抚养生活，原本每个月都会寄生

活费给女儿，但是进了看守所的她显然无法继续支付抚养费，陈

晓青就大胆猜测她最大的顾虑来自于女儿。“我也有一个女儿，

和你女儿一样大……”陈晓青简单的几句话，让李某瞬间破防，

掩面而泣。“我认罪，我现在就想快点出去能见到我女儿，我不想

请律师了，省下一些钱可以多给女儿点生活费。”当得知自己在

老家的女儿生活费有了着落，李某还托陈晓青帮忙传话一定洗

心革面，重新生活。

  对案件当事人的孩子陈晓青非常关注，但是对自己的女

儿却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今年9月1日是陈晓青女儿上小

学一年级的日子，和3年前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一样，陈晓青还

是因为工作原因没能送女儿入学，“妈妈你忙吧，我已经长大

了，你没有送我我也没有哭。”女儿的懂事常常让陈晓青五味

杂陈。她说，坚守法律信仰不仅是为孩子树立最好的榜样，更

是不负胸前闪耀的检徽。

刑警严方：
专注指纹世界的解密专家

①①

②②

警花史倩倩：
站台执勤充满期待与挑战

  图① 史倩倩在警务工作站整理站车交接信息。

  图② 史倩倩在警务工作站解答旅客问询。

  图③ 史倩倩带领实习新警开展候车室巡视，提醒旅客做好自身防范。

  图④ 史倩倩在母子候车室为孩子们讲解示范防疫小常识。

  图⑤ 史倩倩向实习新警介绍候车室执勤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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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陈晓青（左）和同事商讨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