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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沈爱华 李沐

　　

　　王明广，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

研究所副所长。从事刑事技术工作21年，他累计勘

查案件现场6200余起，其中重大案件现场600余

起，2021年3月被评为“江苏公安十佳刑警”。

　　“只要是犯罪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

就要穷极手段去发现、收集、分析，哪怕是纤毫

微尘都能成为定罪量刑的铁证。”王明广一直对

自己的工作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6年12月18日清晨，淮安区马甸镇87岁老

太徐某被发现落床身亡。原以为是意外事故，没

想到在入殓时其家人却发现徐某头部有致命

伤，遂报警。但此时，原始案发现场早已被破坏，

现场勘查遭遇瓶颈。

　　王明广分析，犯罪嫌疑人夜间作案，肯定是

摸黑行动。于是，他趁夜反复在第一现场的狭小

房间里，一次一次模拟“犯罪的经过”，归纳了

160多种可能的现场作案过程。又将全屋家具物

品全部拆解分装，提取了2000余份现场检材，一

寸一寸进行筛查检验。经过昼夜奋战，终于在床

框内侧发现了一处可疑的DNA痕迹。

　　“即便是搬床也不会触碰到这个位置，我当

时推测肯定是嫌疑人摸黑探路时留下的。”靠着

这弥足珍贵的检验结果，警方很快比中犯罪嫌

疑人葛某。

　　经查，葛某当夜摸黑潜入徐老太房间行窃，

被发现后，仓皇之下用钝器将徐老太杀害，并伪

装成坠床身亡的假象。从报案到破案，王明广和

战友们奋战了12个日夜，为死者讨回了应有的

公道。

　　蝇头蜗角是战场，方寸毫厘显真功。王明广

不仅是微量痕迹物证的专家，也是电子物证领

域的行家里手。

　　就在今年1月下旬，基层办案单位请求淮安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电子物证室恢复一块与案件

侦破有重大关联被损坏的硬盘，这根难啃的“硬

骨头”被送到了王明广的操作台前。“当时硬盘

无法通过更换普通零件来复原，只有更换整块

控制板才有可能恢复历史数据。”王明广一头扎

进电子市场，在各种二手电脑摊、电子产品维修

门店寻找同批次的控制板。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天的寻找，王明广

终于在一台废旧电脑里抠出了一块控制板，成

功修复损坏的送检硬盘，导出的数据为案件侦

破提供了关键线索。

　　王明广不但能战好学，还勤于总结。多年

来，他先后撰写了数十篇有关现场勘查、痕迹检

验以及计算机技术等专业论文，仅在《刑事技

术》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就有9篇，其中一

篇英语论文，还被国际“工程索引数据库”（E1

数据库）检索收录。他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学

位、通过了全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在2019年

度全省刑侦电子物证练兵竞赛中斩获第一名，

是名副其实的“王牌刑警”。

　　“中学课本上有篇古文叫《核舟记》，记载匠

人们能在小小的桃核上刻出丰富的人物、景观。

其实我们的工作也差不多，我们就是警营里的

‘微雕’匠人。”谈及微量物证检验，王明广以古

人作比，自有一套心得。

　　在这项工作中，最令王明广自豪的还是自

己曾经凭着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超乎常人的毅

力，将微量物证痕检精度提升了一个量级。

　　2014年，涟水县城区盗窃电动车电瓶案件

高发，群众反响强烈。9月30日，犯罪嫌疑人厉某

在偷窃时被公安机关抓获，他却自恃现场证据

不足，依旧百般抵赖。

　　王明广立即对厉某车内缴获的铁钳和被盗

电瓶车铜丝断口开展痕迹检验。然而铜丝横断面

直径只有0.2毫米，是3根头发丝的宽度，和当时业

内公认的最低1至2毫米形象痕迹鉴定最小限定值

精度，几乎差了一个数量级，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偏爱较劲的王明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单位

的痕迹显微镜室内，对铜丝截面反复拍了1100多

张照片，进行了8300余次细致比对，最终找到关键

关联点，将铁钳刀口与铜丝断口比对成功。

　　“他一干就是28天，眼药水都用掉好几瓶，

经常从痕检室出来，表情都是僵硬的。”回忆起

王明广办案经过，同事张利民记忆犹新。

　　正是凭借这一关键鉴定结果，法院结合其

他线索认定了厉某盗窃作案60余起，以“零口

供”判处厉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这一成功案例

引起了业内专家的关注，因为王明广的这一鉴

定成果让形象痕迹鉴定从过去的毫米级，突破

到了百微米级，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

　　“王明广是我们单位的学霸，不仅善于总结

提炼，还不吝分享经验，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江

苏省淮安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民警卢磊说。

　　“王明广工作中有思路、肯吃苦、不畏难，攻

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疑案，是支队细微痕迹

物证、电子物证的双料王牌。”淮安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支队长陈明中说。

　　“敬畏生命，人之大德。将凶手绳之以法，是

对死者最后的尊敬！”毕业自江苏警官学院痕迹

检验专业的王明广，正是以这样“专”的能力、

“钻”的精神，累计参与勘查、检验命案达300余

起。特别是面对性质不明的“非正常死亡”案件，

他始终按照“命案标准”开展勘查，突破了多起

“隐藏命案”，还受害人以公道。

　　在王明广的工作中，大海捞针是常态，知难

而上是心态，不分昼夜是状态。同事们笑称他就

是台“人肉显微镜”，每天“针尖上找证据”。他却

说自己只是好琢磨、有耐心，把刑警本职工作做

好，不放过一个罪犯，不冤枉一个好人，为老百

姓守住公平正义。

  图① 王明广比对涉案枪支细微痕迹。

  图② 王明广提取案发现场足迹。

  图③ 王明广（左）检验系列网络贩卖枪支

案涉案枪支。

　　淮安市公安局供图  

王明广：
擅“钻”蝇头蜗角寻铁证①①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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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李荣秋 冯盈

　　他精准果断，制服犯罪嫌疑人一击即中；他无畏

无惧，面对炸药神情自若；他敢创为先，不遗余力为群

众办实事……认识他的人都说，在他那看似粗犷的外

表下，其实是一颗为民服务的赤诚之心。

　　“把百姓挂心间，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心头事’。”

他说。他就是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

队长刘文社。

　　从警30年，刘文社始终对工作保持满腔热情，曾

先后荣获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梅州市“和谐

卫士”、个人嘉奖等荣誉。2021年8月，他被广东省公安

厅评为“全省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刘队是个足智多谋、敢打硬仗的人。”交警大队

民警徐园馨说。在一次夜查行动中，执勤民警在大埔

大道拦截了一名涉酒驾人员，这名驾驶员拒绝配合酒

精检测，还不断推搡执勤民警。其同伴为了不让民警

靠近驾驶员，双手一直阻挡民警且不断向民警挑衅，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趁着人多，驾驶员企图偷偷溜

走，逃离现场。此时，刘文社刚好下班路过，见状便悄

悄绕到人群身后，迅速出手控制住驾驶员，并将其带

回交警大队。“刘队的英勇果断，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了。”当时执勤的民警徐园馨说。

　　2019年3月，刘文社到大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任

职，车辆安全隐患和道路安全隐患成为他关注的

重点。

　　“当时运输司机为了赚钱，超限超载的交通违法

行为特别突出。为了降低事故发生率，减少道路交通

安全隐患，我们成立了货车超载超限专业打击队，通

过定时设卡和突击检查的方式，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刘文社说，“可能那时的打击力度威胁到了他们的利

益，他们便软硬兼施给我压力，一方面求通融，一方面

威胁我，想让我知难而退。”

　　面对这种情况，刘文社不但没有妥协，反而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他眼里，如果因为自己退却了，

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就得不到消除，对其他交通参与

者而言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严厉打击交通

违法行为，才能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查，继续加大力

度查，克服一切困难去查。”刘文社果断地说。为了更好

地工作，他将妻儿送往梅城，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

　　威胁不成，不法分子就通过跟踪通报的方式让超

限超载专业打击队一次又一次扑空。这一现象引起了

刘文社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调查，刘文社找

到了问题所在，迅速出击将跟踪人员带回大队审讯，

并深挖扩线，联合相关执法部门成功将通风报信的

“哨岗”团伙一网打尽。

　　“这种挑战执法的行为，必须‘零容忍’坚决打

击。”刘文社说，“交警谁没被人骂过啊？管理路面的交

通违法行为，没有哪个群众被处罚了还能笑着跟我们

说谢谢。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承受更多的骂声，

只有这样，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才会提高。”

　　在交警岗位仅仅待了两年，刘文社桌面上的笔记

本就堆成了一座小山，里面记录的都是交警业务的相

关知识、法律条文、群众困难及解决方案等。“工作上

最大的乐趣，就是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刘文社腼

腆地笑着说。

　　大埔县地处闽粤两省交界处，县城经济较为发达，

快递运输、货运转送等常常需要用到三轮车。由于三轮

车安全系数低，超员超载现象严重，无牌无证问题突出，

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

为了群众的生命安全，政府机

关对三轮车的通行采取了禁行

措施。

　　“前期我们在打击无牌无

证的三轮车时，发现一些群众

还是有些意见的。”刘文社说，一

方面是交通安全隐患，一方面是

老百姓的现实需求。“工作不是一

成不变的，要学会换位思考，我们常

常把百姓挂心间，那是否真的解决了

群众的‘心头事’，是否真的为群众‘办

实事’呢？”

　　为此，刘文社查阅了大量资料，做了

数十次调研，与各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

2020年10月，三轮车上牌落户和三轮车驾驶

证考取问题终于得到了上级的批复，大埔群

众终于可以通过上牌、报名考证，合法合规驾

驶三轮摩托车上路了。从2020年10月至今，大埔

县新增三轮车入户309辆，实现新购置三轮车上

牌率100%。通过规范三轮摩托车上路，使得三轮

摩托车事故率下降了40%左右。

　　“近几年来，大埔的街道变化很大，三轮摩托

车终于挂上了黄色号牌，我们拉货也更加放心、更

加安全了。”村民李阿伯竖起大拇指点赞。

刘文社：最大乐趣是为群众解决困难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周凌云 吴铓
　　

　　“守护公平正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体

现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他，就是金朝文，现任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

庭庭长。

　　自1994年进入衢州中院以来，金朝文历任

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要把

它做好做到极致。”对于进入法院就一直在刑事

审判岗位没“挪窝”的金朝文来说，这是对他法

院工作生涯的最好注解。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业务能力强，基本上属

于衢州刑事审判的专家。”说起金朝文，与他共

事多年的衢州中院刑一庭副庭长罗志刚不吝溢

美之词。

　　“既然坐在刑事审判法官这个位置上，就要

对得起头顶的国徽、身上的法袍、胸前的天平，

正确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让办理的每一

个司法案件都成为对公平正义理念诠释的生动

实践。”回顾这些年来的工作，金朝文感慨不已。

　　“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作

为一名刑事法官，金朝文深知，中院刑事一审

案件往往是关系到被告人的生与死，不允许

在办案中出现一点差错，案件质量就是“生命

线”。

　　这些年来，金朝文主审了2000余件减刑假

释案件，还有300余件一审刑事案件，没有一件

因事实认定错误被改判发回，没有一件引起涉

诉信访投诉。作为刑事审判业务骨干、庭负责

人，他承办了一系列社会影响重大或疑难复杂

的刑事案件，其中主审的全省乃至全国都有重

大影响的被告人王某某等贪污案、被告人程某

某等故意伤害案，庭审节奏把控好，案件处理效

果佳，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肯定。

　　金朝文深知，作为一名法官，在审理案件

中，不能仅仅就案办案，还必须充分考虑办案的

社会效果，讲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

起故意杀人案审结后，他依法从严判处被告人

死刑，被害人亲属送来锦旗。一起故意伤害案，

他在二审中做了十余次附带民事调解工作，有

效化解双方积怨。3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他深

知肩上责任之重，所有省市挂牌督办的涉黑恶

案件都严格把好案件事实关、法律适用关，努力

把每一个案件办成“铁案”，确保经得起历史和

法律的检验。

　　“除了铁面无私惩治犯罪之外，他也有柔情

的一面。”衢州中院刑一庭法官助理张旭说，曾

有一名哺乳期的被告人家境困苦，她抱个孩子

来开庭，金朝文事先精心安排女法警帮忙照顾

小孩，庭审结束后又掏出

500块钱，给被告人当作回

家的路费，被告人感动得热

泪盈眶，当场保证“今后会吸

取教训，做一个守法公民”。

　　在刑事审判事业上如“老

黄牛”一般默默耕耘近30年，金

朝文得到了各方肯定：他先后被

评为全市十佳优秀法官、优秀公

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19

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

先进个人，2020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办

案标兵。在他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

他所在的业务庭也先后荣立集体二等

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一次、集体嘉奖

三次。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金朝文以高度

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精湛的审判技巧、娴熟

的法律知识和敬业奉献的精神，树立了人民

法官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重和

信任。

金朝文：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 本报记者  马维博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汪宇堂 李军灵

  2017年，检察系统内设机构改革，叶炼被调任河南省南阳市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基层院副检察

长到公益诉讼案件的从零开始，叶炼开始了边学习边工作的新

征程。

  公益诉讼涉及森林法、环境保护法和地方行政法规，领域多

元，专业人才较少，刚开始，他每办一个案件，都要翻阅一大堆书

籍，一页一页啃。

  南阳城区内住宅小区的“二次供水”，因历史原因和行政权

责不明，造成二次供水水质较差，部分小区居民反映强烈。

  2020年7月初，为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叶炼决定在南阳城区

内办理“二次供水”水质保护公益诉讼案件。随即，该院联合市住

建委、市卫健委、市城管局等三部门对群众反映集中的新西等8

个社区进行现场勘查。

  “该案难就难在近两年行政机关机构改革叠加，住建委等三

部门正处于改革进行期，法律法规制订不完善，致使‘二次供水’

监督处于‘真空’地带。”叶炼告诉记者。

  问题找准后，他多次召集住建委等三部门进行磋商，依托现

有法律法规确定了这三家的相关责任，最终和三部门达成一致

意见。在叶炼的跟踪督促下，三部门合力对辖区二次供水全面整

改治理。

  2021年8月上旬，南阳城区二次供水大为改观，社区居民喝

上了干净水。

  2020年初，西峡县阳城镇发生一起盗掘恐龙蛋化石案，参与

盗掘的王某等7人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叶炼带领西峡县公益诉

讼办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最终确定王某等7人在恐龙蛋化石

保护区内的盗掘行为，不仅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还对珍贵的

恐龙蛋化石造成严重损毁，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条件。于同年11月2日向南阳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等7

人对盗掘现场承担修复责任，并在媒体公开道歉。法院全部支持了检

察机关的诉请。

  “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全市检察公益诉讼

工作中，把检察机关身为公共利益的参与者、守护者、捍卫者的职

责充分体现在‘六稳六保’实践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之中。”叶炼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2020年5月7日，叶炼带领市公益诉讼组到桐柏调研工作时

得知，该县深山中有一处矿山乱采乱挖近20年，因环境隐蔽、道

路崎岖，一直得不到有效查处。他立即组织市县两级院公益诉

讼干警召开案件分析部署会，及时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

  同年5月20日，叶炼组织桐柏县检察院、自然资源局等

部门召开联席会，就如何实现生态修复和企业生产双赢共

赢进行座谈沟通。6月初，他冒着酷暑和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的危险，翻越近20公里的山路，徒步来到华鑫矿区勘察

了解生态损害情况，与矿主进行深入沟通，两次和县自

然资源局、县环保局、县林业局进行会商，终于摸清了

长期得不到整改的根源：一是该处矿山经过三次转手

承包，已经分不清环境损害和治理的明确责任，现开

采人对环境修复有抵触。二是现矿主是市县两级人

大代表，该矿是其他公司的上游原材料，平时委托

他人进行管理开采。三是该连锁企业是县级明星

企业，也是县里重点扶持对象。

  叶炼带领公益诉讼干警历时7个多月，最终

于2020年12月15日，由检察院组织，促成了县自

然资源局与该矿矿主签订800余万元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矿主当场缴纳了80万

元的矿产资源权益金。

  2021年6月5日，为确保该《协议》的法

律效果，在检察机关督促指导下，该县法

院受理立案并启动了司法确认程序，为

修复资金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

  如今，站在马头山顶上，原开采矿

山处已被阶梯式绿化带全部覆盖，交

替种植的树木、草皮像一道道绿色

“彩带”披在大山上。

  据了解，20 2 0年以来，叶炼

先后指导、参与两级院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274件，督促整治排

污 点 3 2 1 处 ，清 理 污 染 垃 圾

52 0 0余吨，清理底淤13余万

吨，整治黑臭水体面积3 . 2 4

万平方米，修复林地380余

亩，清理被污染水域450 0

余亩。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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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图① 金朝文

在审判庭上。

  图② 金朝文

（右）给法官助理指

导办案思路。

①①

②②

  图① 叶炼（左）在核对

书证。

  图② 叶炼（左）正在

与公益诉讼组研究水质

污染类案件。

②②

  上图为刘文社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为来宾作题为“忠诚为民”的宣讲。

本报通讯员 何志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