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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有些承诺，许下就是一生的坚守。北京市

公安局昌平分局法制支队执法办案场所管理

大队副大队长张伟，一家两代三警，父亲牺牲

在岗位上，哥哥也是警察，两代人用青春和热

血践行人民警察的为民初心，用执着和坚守书

写下对公安事业的忠诚。

　　10岁那年，父亲牺牲，家庭巨变让年少的

张伟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他想继承父亲的

遗志，像哥哥一样，将来也做警察。大学毕业

后，张伟以优异的成绩加入首都公安队伍。

　　经过两年基层治安民警的历练，2004年，张伟

被选调进入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处于案件管理的

核心岗位，张伟苦恼的是自己年纪轻、阅历浅，最

怕的是办不好案子，辜负了群众的期待。

　　“我干过打击处置等工作，又主动申请调

回办案一线，最后还是做案件管理，8年多的时

间，成长很多。”张伟说，此后，他和各种各样的

犯罪嫌疑人“过招儿”，审案能力不断提升，对

工作开始游刃有余。

　　张伟曾经审过一个爬楼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几年以后，他特意打电话到单位找张伟，跟他说自

己刑满释放了，现在在南方一座城市务工，让张伟

放心。“当时我特别高兴，能让曾经误入歧途的人

走上正道，我觉得我这警察没白干。”张伟说。

　　张伟身高一米九，魁梧的身形下却有一颗细

腻的内心。心细如发的他，在干治安民警的时候，

成功破获过一起线索几乎为零的汽车纵火案。

　　2008年，昌平回龙观一辆汽车着火，经现场

勘查认定为人为纵火。案件发生在夜间，没有

监控，没有线索，只能以案发现场为中心划定

一个范围。张伟带着同事在小区里挨家挨户问

居民、摸线索，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名案发第

二天突然辞职回老家的保安员身上。

　　通过走访，张伟得知这名保安员临走前给

了同事一盒八一烟。而着火汽车前面的那辆车

正好丢了一条八一烟。张伟带人先后3次前往

犯罪嫌疑人的老家，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

原来，他因盗窃被当地派出所拘留了。

　　问起汽车纵火案，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

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张伟只能继续深挖

线索。再次摸排后张伟发现，犯罪嫌疑人此前

曾在西三旗某小区工作，因一名业主不出示证

件，两人发生争吵。犯罪嫌疑人被单位罚了钱，

出于报复划了业主的车，随后被单位开除。在

翻阅卷宗的时候，张伟又注意到，汽车着火的

那天正好是犯罪嫌疑人的生日。

　　“我这心里顿时有了底儿，我们再次奔赴

犯罪嫌疑人老家，和他面对面聊了3个小时，谈他

17岁出来打工的不易以及被上一家单位开除的委

屈。我还问他生日那天如何庆祝的，并适时出示

了八一烟的烟盒。”张伟说，有理有据又有情的对

话，一点点打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心防，他当场承

认了自己的罪行，随后失声痛哭。

　　张伟接到过一批10年前的旧案，寻找证

据更加困难。有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伪

造公章，用村委会的名义向银行骗贷上千万

元，公安机关立案后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但

因时间跨度太长，证据几乎为零。银行的账

已经全部封库，负责人换了四五任，要想查

账只能进库里翻。

　　面对一大屋子的凭证，张伟没有放弃，

他一张张地翻看了将近一个月，终于找到

了可以作为证据的那张凭证。

　　干预审时张伟很忙，他曾经一年审下

170名犯罪嫌疑人。如今作为案审队负责

人，张伟更忙了，一年有7个月都在外面漂

着办案。这些年，他先后牵头办理了一大

批市局、分局交办的重点案件，是案审队

伍里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聊天式审案是张伟的风格，碰上难

啃的“硬骨头”，他经常用聊天打开对方

的心扉。“对方一张嘴你就要知道他是

什么意思，每一句对话都像下快棋一

样，不允许你多想，这是一种较量。”在

这样的较量中，张伟是常胜将军。润物

耕心，在他的带领下，一支能打仗、打

胜仗的案审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供图

张伟：突破嫌疑人心理的常胜将军

□ 本报记者   王莹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谢贵明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对湖派出所联合福建

警察学院网信青年突击队民警走进黄以孟党建工作

室，与90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黄以孟一道，通过上

党课、讲传统、当使者、共宣传的形式，开展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活动。

　　黄以孟首先给青年民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

教育党课。据他回忆，自1950年起，他先后参加朝鲜第五

次战役、华川阻击战和解放一江山岛战役，荣立个人三等

功3次。回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艰苦经历，黄以孟历历在

目，特别是第一次入党的情形，他仍记忆犹新。

　　1951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19岁的黄以孟接过连

队叶副指导员交给他的一张长不足10厘米、宽不到6厘米

的香烟盒纸，上面写着“黄以孟同志为中共候补党员———

一机连党支部 1951年6月6日”。从此，他开始了为党奉

献、为人民服务的人生。

　　如今，已是福建师范大学离休老党员的黄以孟，时刻

秉持着“离休不离岗，离休不离党”的精神，以90岁的高龄

坚守在普法宣传的第一线。

　　自2007年起，黄以孟为社区制作黑板报，把党的方针

政策、热点民生资讯、养生保健知识写进小小的黑板。15

年来，他办板报近3000期，足迹从1个小区延伸到了9个小

区，先后获得全国最美志愿者、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福

建省学雷锋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适逢福建启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周活动，黄以孟决

心用实际行动化身为一名反诈宣传“新兵”。活动当天，

在对湖派出所民警和福建警察学院老师的陪同下，黄以

孟学习了反诈知识，并在黑板报上书写了反诈宣传的相

关内容，悬挂在各个社区板报宣传栏中，供居民们了解

反诈相关知识，提升反诈骗意识。

　　这次活动是对湖派出所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全

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来，对湖

派出所将辖区细化为场所、小区、校园三种宣传防

控阵地，广泛发动校园师生、社区干部、辖区群众等

担当宣传志愿者，配合民警深入小区开展入户、摆

摊等宣传。

　　截至今年10月底，对湖派出所已开展第二轮全

覆盖反诈宣传，共入户宣传46284户、覆盖率达100%，

下载App数量达105473次，覆盖率达97.61%。做到精准

宣传、精准防控，进一步构建了“全警防诈、全民防

诈”的新格局。

　　“反诈宣传是我的新职责使命之一，我会与警

察同志一道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筑清朗网上家

园。”手捧对湖派出所教导员洪金昌送上的聘书，

黄以孟斗志昂扬。

黄以孟：九旬“老兵”化身反诈宣传使者

□ 本报记者 徐鹏 文/图

　　

　　钟恩，现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从司法学校一毕业，钟恩拿着毕业生

分配派遣单到原湟中县委组织部人事科报到。工作人

员告诉他，新来的法律院校毕业生可以选择县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单位工作，钟恩不假思索

地说：“我要去法院。”

　　一句话，一辈子。在近30年的法院工作中，钟恩立

足窗口一线岗位，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设身处地

为信访当事人排忧解难。

　　“我们家称得上是党员之家，母亲已有57年党龄，两

个哥哥也是党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行，我耳濡目染。他们

也常常告诫我要感恩社会、回报社会。”钟恩说。

　　刚工作那会，基层法庭的案件虽然大多都是因夫妻

矛盾、家长里短引发，多数案件争议标的也不大，但钟恩

认为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些事情就是他们的大事。

　　“一个当事人可能一辈子只进一次法院，法官对他的

态度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将决定他对法院一辈子的看

法。”钟恩始终牢记着这句老法官的话。他坚信，通过所学

法律知识，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圆满地处理

好矛盾纠纷，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他说，作为一名基层

法官，得有勇挑重担、服务大局的责任意识，努力用自己的

言行去维护法院的形象。

　　王某红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06年，王某某等人骗租王

某红的出租车到湟中县，几人趁王某红不备，用胶带、绳索

将其捆绑后置于后备厢内，抢劫财物后又将他拉至空旷无

人处，放入一土坑内掩埋致死。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主犯被执行死刑，其余罪犯

在监狱服刑，均未能按期履行民事赔偿义务。2008年，被害人

亲属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被执行人皆无可供执行的财

产，该案民事赔偿部分久拖未果。

　　2020年底，通过梳理案件、调查走访，钟恩了解到被害人

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早已去世，父亲王国某年事已高，无收入

来源，儿子王天某尚在读书，全家仅靠王某红的妻子牛某打工

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艰难度日。

　　为此，法院及时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序，经审理核准给予

申请人司法救助金。王国某和牛某非常激动，拉着钟恩的手连

连道谢。

　　在法院立案窗口，钟恩既是引导员、调解员，又是法治宣传

员、心理疏导员。接访中，他特别关注老人、妇女、身有残疾的当

事人和生活困难的群众，耐心倾听、详细解释，设身处地为他们

解决问题，还多次给来自外地的信访人支付吃饭钱款。

　　申诉上访无数次，进京上访被劝返。在十多年里，信访当事人

高某及其母亲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妻子殷某行为完全符合

遗弃罪，强烈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原来，2009年5月，高某与妻子殷某将共同经营的幼儿园转让

给他人后，殷某携带转让款离家出走。之后，高某突发眼疾，双目失

明。为此，高某多

次向法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殷某犯

遗弃罪，且对三级

法院审理和复查

结果不认可，申诉

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接待

并答复后，高某不

接 受 ，不 肯 息 诉

罢访。

　　钟恩在了解情

况后，积极与基层法

院联系，到高某所在

社区开展工作，协调

青海省残联为高某提

供免费盲人按摩培训

机会。一年后，钟恩携

带米面油等前往其家

中探望，看到高某和家

人生活得不错，钟恩悬

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面对法院涉诉信访

形势要求，钟恩主动承

担起全省法院涉诉信访

案件排查化解的组织、部

署和协调工作，带领庭室

干警全面排查涉诉信访

案件，落实“四定一包”责

任制，确定重点信访案件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及时与最高人民法院、青海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及基层法院沟通协调，全力

做好涉诉信访信息的上传下达和化解信访案件的联系协调。

　　钟恩先后与青海高院领导带案下访十余次，在信访案件责任法院，对涉诉信访积案逐案分

析，查明原因，找准症结，制定工作措施和办理时限。经过不懈努力，青海法院信访案件化解率

达96%。

　　“怀着深厚的感情开展涉诉信访工作，以真诚和热情的态度赢得信访当事人信任，这是做好信

访工作的基础。”钟恩对涉诉信访工作有自己的理解。

　　在审判之余，钟恩探索总结出涉诉信访接待工作“一看二听三感四谈五诚”的“五字诀”

工作法和“专心耐心细心虚心用心”的“五心”工作法。他还参与起草印发《涉诉信访专项治理

活动实施方案》《诉讼服务中心导诉制度》等制度规范，全面落实院长接待日制度，有效畅通

涉诉信访渠道，预防和减少了越级访和集体访的发生，建立健全诉访分离机制、信访评估预防

机制、约期接谈工作机制等多项涉诉信访工作机制。2020年12月，钟恩获青海省职工职业道德

建设“十佳”个人荣誉称号，2021年，他被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命名为“2020年度青海省岗

位学雷锋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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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民警指导孩子摆放反诈宣传可乐

罐游戏。

  图② 福建警察学院老师陈舒（右）、福州

市公安局对湖派出所民警洪金昌在教黄以孟

（中）用手机下载使用国家反诈App小程序。

  图③ 黄以孟和民警一同更换悬挂反诈

宣传黑板报。

  图④ 民警指导市民用手机安装使用国

家反诈App小程序。

  图⑤ 黄以孟与福建警察学院网信青年

突击队、福州市公安局对湖派出所民警一起

书写反诈宣传黑板报。

  图① 钟恩（左）热心接待信访当事人，并释法答疑解惑。

  图② 钟恩（右）为信访当事人释法答疑。

  图③ 钟恩（左）为当事人送上司法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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