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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周翔在指导同事做电子数据取证分析。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吕诗训 郑秋云

　　

　　2021年12月15日，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在北

京召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公安局民警周翔作

为浙江公安系统唯一代表，被评为“平安中国建设

先进个人”并在北京接受颁奖。

　　“我感觉非常荣幸，因为我一直在基层扎实做

好自己本职工作，从来没想过能获得这样一份殊

荣。”从北京回到开化，周翔的心情依然十分激动。

　　周翔出生于1989年，2012年加入开化公安队

伍，现任开化县公安局网警大队大队长。从警9年，

周翔成绩突出，多次获得县局嘉奖，2018年被市公

安局记个人三等功，2021年1月被评为衢州市第九

届“最美衢州人”十大年度人物。

　　在加入公安队伍之前，周翔曾经是一名程序

员。2009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杭州从事了两年多的

程序员工作。从小就痴迷于福尔摩斯同时对警察

职业十分向往的周翔在2012年通过招考进入公安

队伍。成为警察后，他仍坚持着做程序员时养成的

习惯。在案件梳理时，会标注当时自己的思路；在

数据汇总时，会进行分类，形成清晰的数据流，为

此他提炼出一套独有的侦查手段。

　　“刚进公安的时候，我没有想过程序员的经历

会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帮助，2015年以后电信网络

诈骗开始增多，我发现打击网络诈骗，要有比他们

更高的技术。于是我就重拾旧技，结合刑侦方面的

思路，对破案工作很有帮助。”周翔说。特别是资金

流的追查，周翔曾根据转账金额、时间等要素精准

推测出嫌疑人操作目的，并在对方洗钱5次之后仍

然锁定赃款去向，一举破案。

　　周翔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他曾从嫌疑人上

万笔的账单中找到了一笔异常交易，然后以此作

为突破口不断放大，证明对方违法犯罪行为，成为

这个案件证据链上的定海神针。

　　周翔所提炼的电信网络技战法，曾在2019年

全市技战法比武中荣获了个人二等奖。同时他的

证据固定方式，也逐渐被开化的检法认可，成功将

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2019年5月，杨林派出所辖区发生一起利用技

术手段提供赌博资金接口的案件。嫌疑人是一名

具有丰富经验的黑客，他利用技术手段将赌博资金链架设在他人公

司的对公账号上。通过前期研判，周翔发现嫌疑人在广西南宁，随后

立即赶到南宁，将嫌疑人黄某抓获，但黄某拒不承认，其专用电脑和

手机也已经被加密，案子陷入僵局。如果24小时后仍然没有找到证

据，那么以黄某的能力出去后肯定会将证据销毁。

　　周翔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重新整理思绪后，他想到黄某不

可能不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于是立即调取视频监控。功夫不负

有心人，周翔在某家宾馆提供的视频中找到黄某的身影，3天前黄

某曾在这家宾馆的前台打开过自己的工作手机，他输入密码的手

机动作清晰可见。周翔立即破解密码、找到关键证据，成功将其刑

事拘留。

　　2021年2月，开化县一名高中生在上网时被骗7万元，这名被骗学

生的父母是普通农民，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笔不能承受的损失。

“当时这对父母不断地责备儿子，我觉得如果因为一个诈骗案件毁掉

一个孩子的未来是非常可惜的。”周翔说。

　　在之后的一周时间内，周翔每天加班，思索如何突破。电诈案件

与传统案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骗子会利用各种技术手段隐藏自己

的身份，如何从虚拟身份牵出真实身份，永远是反诈研判中最难的一

环。周翔多次翻阅案卷，发现骗子使用的出账渠道有点特殊，是一串

长长的支付宝企业付款链接，那么这串链接是怎么来的呢？他大胆推

测是通过嫌疑人的业务传递过来，同时发现嫌疑人曾经进入过一个

QQ群，而这个群的唯一作用就是传递作案链接。

　　案件找到了突破点，通过嫌疑人的业务QQ顺藤摸瓜找出了整

个团伙。3月8日，周翔带领派出所的同事，在湖南永州捣毁了这个

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扣押赃款100余万元。案件办完后，

周翔拿起手机联系被害人：“你们被骗的钱已经追回来了，不要再

去责怪孩子。”

　　这些年，周翔在办理诈骗案件时一直将追赃作为最重要的步骤，

他习惯在研判时摸清嫌疑人藏匿赃款的地方，并在抓捕时迅速冻结

赃款，尽快还给群众。近3年一共为群众追回2000余万元的损失。

　　对周翔来说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人抓到了，赃款却花完了，所以

他在办案之余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反诈宣传工作，以自己侦办的案

件为素材来给群众上课，还组织了两场全县范围的反诈知识竞赛，参

与人数达到了6万人。

　　“让群众不要被骗，才是最好的守护。”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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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钟丽君

　　

　　1990年12月，一个阳光俊朗的19岁小伙儿走

进了广州武警一支队的大门，成了一名武警战

士。那个时候他也许没想到，与形形色色的违法

犯罪分子打交道会成为他终身的使命。

　　他是杨勇，1995年7月，经公开招考他成为

一名司法警察，现任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法警支队支队长、二级高级警长。

法庭上的护卫者

　　“他工作特别负责，方法很多，执法也很规

范，一直保持着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的

习惯，庭审警务保障工作很到位。”提起杨勇，现

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刘桂华赞不

绝口。

　　自1995年成为一名司法警察以来，杨勇快

速适应了法警工作岗位职责，逐渐成为能被委

以重任的骨干，在多起重大案件首犯的押解任

务中都有他的身影：轰动全国的綦江虹桥垮塌

案首要责任人林世元的押解；湘鄂渝系列持枪

抢劫杀人案首犯张君在重庆受审时的押解，“打

黑除恶”时的重案要案……

　　“张君案和虹桥案都被收录进了中国法院

博物馆，杨队押解这两名主犯的照片都有展

出。”重庆五中院法警支队三大队队长侯凯耀说

起这事与有荣焉。

　　重庆五中院刑一庭副庭长洪涛也表示，“杨

勇这几年带领警队圆满完成了‘王平涉黑案’

‘马拉史等33人跨境贩毒案’等重大敏感案件的

庭审警务保障任务，很好地保护了法官的人身

安全和法院机关安全”。

工作上的开拓者

　　“干工作很拼命，要求完美，勇于创新。”这

是分管重庆五中院警队工作的院党组成员、二

级巡视员韩最贵眼里杨勇最突出的特点。

　　2012年，基于最高法死刑复核的工作需要，

全国各法院均建设了一个拥有远程视频系统的

专用提讯室。使用一段时间后，正在为需要派出

大量警力到各个看守所押解被告人回法院参加

庭审而头痛的杨勇有了个想法。

　　“一年大概只用得到20多次，其他时间不利

用起来可惜了。”杨勇心想，“很多二审案子，被

告人出庭可能只需要十来分钟，但往返看守

所和法院的时间却至少需要几个小时，如果

能够把这套远程视频系统和看守所对接，直

接进行远程视频提讯，也许可以节省很多警

力和时间。”

　　想到就干，杨勇和警队同事一起对法院警

力、案件警务保障需求、看守所分布、相关技术

等现状和使用远程提讯的预期对比进行了详细

调研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可行。

　　然后，杨勇开始了一番说服行动，不仅要让

警队其他同志改变观念和习惯，更要解决技术

问题以解除法官关于庭审信息安全、询问是否

顺畅等方面的顾虑，接受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为此，杨勇带领技术人员到辖区每一个看守所，

安装、对接、调试设备，一切准备妥当，重庆五中

院在全市法院率先推行了刑事案件远程视频开

庭、宣判和提讯等工作，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

也提升了刑事审判的安全系数，在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市

“扫黑除恶”领导小组的通报表扬。

　　除了法庭上的工作思考，党建工作上杨勇

也认真负责，积极创新，以让支部同志们切实学

到东西为己任。

　　自从任法警支队党支部书记后，杨勇从头

开始，向老同志学，向书本学，把警队支部打造

成了先进基层党组织。他还计划了一系列新形

式的党建活动来调动同志们的学习积极性，如

分享革命烈士的故事、聆听音乐会、共过“政治

生日”等。

　　李凯和警队其他同志一样，为这种形式的

主题党日活动点赞，“杨队把他对音乐的爱好融

入了支部党建工作，让大家既陶冶了情操，又增

强了党性”。

涉案人的开导者

　　“凡是有利于干好工作的，他就会去学，去

钻研！”这是杨勇妻子许锡婷很佩服他的一点。

　　2011年，重庆高院启动心理咨询师培训工

作，杨勇主动向领导申请了参加心理咨询师培

训的名额。

　　“现在工作不挺好的吗？费劲学这个干啥子

嘛。”妻子刚开始很不理解杨勇的行为。

　　“现在很多刑事案件被告人和当事人家属、

其他案件当事人甚至缠访闹访人员来参加诉讼

时情绪都很激动，我想让他们明白法律会给他

们公平正义的，让他们来心平气和地参加诉

讼。”杨勇说。

　　于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勇重新拾起了书

本，在顺利完成培训考核拿到国家三级心理咨

询师资格后，继续深造，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成为重庆法院第一位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对于杨勇学成以后将心理学相关知识与司

法警务结合起来开发的课程，重庆五中院法警

支队一大队队长皮秀明竖起了大拇指：“在杨队

的培训和带领下，我们负责刑事案件警务保障

的同志管理被告人的理念都朝着人性化方向转

变，也逐渐掌握了一些与被告人沟通的心理学

方面的技巧。”

　　“我始终记得传给我警队‘接力棒’的退休

支队长谢海山说的，对待被告人的‘四个一’原

则，即一杯水、一把椅子、一张擦泪水的纸、一句

温和的话。柔性执法未必没有力量，事实证明，

执法理念的转变让我们工作效果更好，特别是

一些重度偏执的被告人，尤其不能单纯采取约

束手段，更需要进行心理辅导才能让其积极配

合法院审理。他们那一声声法警同志，也更让我

明白了我所做的意义。”杨勇对自己学习心理咨

询知识并运用在工作中的“明智之举”很满意，

感到了学有所值，学有所用。

　　杨勇自己曾用纪晓岚的一句话来解释“工

匠精神”：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他说，这是他工作的初衷，他要一直

追求下去。

  图① 杨勇展示“杨勇创新工作室”获奖

证书。

  图② 杨勇（右二）与同事测试远程视频

系统。

  图③ 杨勇（左一）与同事们研究工作。

杨勇：“心心在一职”是一生追求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见习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邓慧婷

　　

　　2021年12月15日，在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

会上，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

任何娅茜被表彰为“平安中国建设先进个人”。

　　回首10年从检路，何娅茜有过迷茫期、困难

期、攻坚期，“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没

有什么窍门和捷径，靠的就是实干和一颗工匠

之心”。

　　2010年，怀揣着“头顶国徽、手持利剑”的憧

憬，渴望着成为法庭上义正词严指控犯罪的国

家公诉人，何娅茜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

报考了湖北省潜江市检察院。

　　从检之初，何娅茜就遇到了一个难啃的

“骨头”。

　　2013年，潜江市发生一起集资诈骗案，被害

人众多，涉案金额达六千万元。通过检察长指

派，何娅茜提前介入该案。“当我走进公安机关

的专案办公室时惊呆了，地上、桌上，目光所至

之处，全是案卷材料。”何娅茜回忆。

　　看到几位熟悉的刑侦民警略带抱歉的样

子，何娅茜开玩笑说：“债多不愁，卷多不慌，再

不用担心证据不足了。”接下来的日子，何娅茜

和侦查人员一起吃盒饭、画表格、审卷宗、分析

证据关联性，逐步弄清了涉案的金额及犯罪行

为的发展主线，为案件的准确定性和证据资格

的完备打好了基础。在审查逮捕阶段，该案得

到了快速办理。

　　“如果说成长之路有些重要契机，我认为

正是通过这起案件让我的办案水平上了新台

阶。”何娅茜说。凭着这股实干苦干的劲儿，何

娅茜十年间爬坡过坎，先后荣获湖北省检察机

关办案能手、先进检察官称号，两次荣立三等

功，获个人嘉奖一次，成为独当一面的办案

能手。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何娅茜作为多起

涉黑涉恶案件专案组成员，加班加点成为工作

常态，尤其是办理李某军等30余人涉黑社会性

质组织一案时，面对170本案卷，何娅茜与专案

组成员一道，白天审阅案卷、研究案情、提审嫌

疑人，晚上讨论疑难问题、撰写审查报告。巨大

的压力常令她睡不着，有时甚至会半夜突然坐

起，拿张纸条记下明日待办事项。

　　2020年，经过近3个月的日夜奋战，何娅茜

和同事一道形成50万余字的审查起诉报告、4万

余字的起诉书，圆满完成了审查起诉和出庭支

持公诉工作。

　　“走出法庭的那一刻，我只觉得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何娅茜说。

　　面对黑恶势力，何娅茜是刚正不阿、一身正

气的国家公诉人；面对困难群众，她如水般温柔，

用女性特有的柔情抚慰一个个受伤的心灵。

　　2018年夏天，刚调到未检部门工作不久，何

娅茜承办了一件证据非常单薄的教师猥亵儿

童案。孩子哭泣的眼睛、颤抖的身体令她心痛

不已。为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何娅茜

与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反复沟通协调，决定采取

“一站式取证”方法，让被害人尽量只接受一次

询问。

　　询问结束时早就过了下班时间，顾不上饥

肠辘辘，何娅茜一鼓作气，从案发现场的勘验、

行车路线等十个方面向公安机关提出了补充

侦查意见。有了补强的证据，案件得以顺利提

起公诉，最终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禁止从

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3年，该案成为潜江市首

例被告人被判处“从业禁止”的案件。

　　“办未检案件，我总是感受到身为检察官

和身为人母的双重使命。”何娅茜说。

　　何娅茜探索创新的“一站式”未成年人保

护救助机制，大大缩短了未成年被害人参与诉

讼的时间，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他们的伤害。

　　事后的补救，抵不过事前的预防。为了让

更多的孩子学会保护自己，何娅茜从工作中挤

出时间，加入公益服务和宣讲队伍，以防范性

侵、杜绝校园欺凌、识别网络犯罪等多种主题

研发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法治课。

　　“我们院未检团队的法治课已经走进了全

市100余所中小学校，为20余万名未成年人送去

了成长自护秘籍。”何娅茜很骄傲。

　　检察利剑，护一方平安。全国第一批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期间，何娅茜与同事作交流时

说，她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不断夯实基础、苦

练内功，肩负起新时代赋予检察干警的新

使命。

何娅茜：

十年匠心磨砺办案能手

　　图① 工作中

的何娅茜。

　　图② 何娅茜

给 孩 子 们 上 法

治课。

　　图③ 何娅茜

（左二）与刑侦民警

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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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周翔载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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