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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张佳

　　

　　曹金生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

存着几百张照片，上面的人笑着、哭着、拥抱着、拉

着他不放手……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次爱心施救，

也是一次命运的“纠正”。

　　曹金生是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政工

科一级警长，一级警督警衔。他先后8次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6次，并荣获西安市最

美公务员、全国平安之星等称号，今年5月，曹金生

被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

　　在他看来，这些分量十足的嘉奖都弥足珍贵，

但这些年累计成功寻人860多位，群众送他“寻人

一哥”的雅号，才是他心中分量最重的褒奖。

人丢了去找“莲湖曹警官”

　　在西安市，有很多人都知道“莲湖曹警官”，也

知道“丢人找曹警官”。因此，谁家老人走失，小孩

不见，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莲湖曹警官”，在

寻人的群众心中，“莲湖曹警官”是他们找走失亲

人有效的途径之一。

　　“莲湖曹警官”是曹金生的微博账号，这个账

号创建了“曹警官寻人超话”，目前超话阅读量是

1.7亿次。

  曹金生的“公益寻人”路始于2013年，“网络公

益寻人效果特别好，在互联网上，无数热心人织起

一张爱心网，这里发布的信息，很多人都能找到。”

曹金生说。

　　曹金生第一次意识到“网络寻人”的力量是从

一个叫“三妹”的女孩开始的。2013年，一名失忆女

子来到莲湖分局，嘴里反复念叨着“我要回家”，可

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却什么都答不上来。

　　无奈之下，曹金生和同事们先将女孩安顿在

救助管理站。可第二天女孩又跑到了分局吵着要

回家。曹金生只得安排她和两名女民警住在一起：

“你比她俩都小，就先叫你‘三妹’吧。”

　　身为警察，曹金生知道没有任何线索的寻亲

就是大海捞针。一筹莫展之际，他想到自己常用来

发布安全防范信息的微博。“是不是能通过微博找

找？”信息一经发布，短短5天阅读量超过8000万

次，被转发5万多次。“三妹”的弟弟看到消息后，和

母亲连夜买了车票从河南商丘赶到西安。

　　亲人重逢时，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成一

团。从女孩家人口中得知，女孩因失忆已经走失5

年了，家人为了寻找她跑遍了全国各地，一直杳无

音信，一家人几乎不抱希望了，是曹金生的帮助让

他们一家人终得团圆。

　　“那个场面深深震撼了我，原来一条信息，就

能让一个家庭团圆。”感慨之余曹金生便研究起如

何通过网络寻人。

“寻人一哥”建起志愿者服务队

　　此后，曹金生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几乎牺牲

了所有的休息和节假日时间，开启了他的公益寻

人之路。9年来，他先后帮助寻找到走失老人、小

孩、妇女860余名，让数百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获得

团圆。

　　针对走失人员中极有可能存在被拐卖妇女儿

童的情况，曹金生充分发挥公安工作优势，积极加

入公安部打拐“团圆行动”，成功解救和寻找到多

名被拐卖儿童。

　　8岁的患自闭症男孩儿小文，在特殊学校上课

时溜出校门不幸被人拐骗，孩子妈妈通过向曹金

生求助，成功找回孩子。一年后小文又在西安市糖

坊街走失，还是他帮忙寻回。孩子妈妈汪女士说：

“我一个人带着小文相依为命，他就是我的命根

子，曹警官真是我的大恩人。”

　　“自从踏上公益寻亲打拐这条路，即使深夜入

睡，只要手机一响他都马上翻身起床。”曹金生爱

人很是“埋怨”。

　　“寻人的事，等不得。”曹金生乐呵呵地解释。

　　很多通过他找到家人的群众要给他酬金，要

请他吃饭，他都婉言谢绝了。2014年，曹金生组建

了一支寻人志愿服务队。从那时起，被他拒绝感谢

的人，慢慢都加入这支志愿服务队中，如今这支队

伍已经壮大到500多人。

　　“世纪城小区一名老人走失，大家帮忙找找。”

“收到，我开车去寻一圈。”“已转发，祝平安。”……

曹金生寻人志愿服务队微信群内，只要他一转发

信息，大家就一呼百应，经常会出现，他拿着地图

和志愿者分组分头寻找的场面。

　　一次，曹金生发出紧急寻人通知：一名87岁的

老人走失，情况十分危急。30多名志愿者从四面八

方赶来。整整一夜，大家找遍了方圆20公里内所有

的村庄和公园，终于在第二天找到了老人。

　　“当时老人看着很虚弱，一双拖鞋都磨出了

洞。”曹金生又高兴又心疼。事后，老人的孙女、外

孙女两对夫妇深受感动，主动加入了曹金生公益

寻人团队。

“寻人朋友圈”日渐扩展

　　2020年5月18日，曹金生配合西安市公安局、

莲湖分局“打拐办”帮助西安寻子妈妈李静芝从四

川成都找到被拐卖32年的儿子。亲历认亲现场，李

静芝撕心裂肺的哭泣，儿子毛寅30多年的错位人

生，在曹金生内心激起一圈圈涟漪，进一步坚定了

他要将公益寻人进行到底的决心。

　　来寻求帮助的人越多，肩上的责任就越大。

“每次接到求助信息，我比谁都急，因为早一分钟

找到人，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因此我格外关注公

安部的‘团圆行动’，我亲历和‘团圆行动’帮助过

的家庭，每一个都因为丢失孩子，在寻亲的过程中

遭遇过家庭

变故和命运的偏移，每

一个都是命运的悲剧，都是错位的人

生。”曹金生说。

　　曹金生寻人时特别在意“黄金72小时”。接到

求助后，他会尽快联系相关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调取监控录像，寻找目击者，查清走失人员的活动

路线。

　　曹金生是个细心人，线下寻人时，他还会带

上面包、牛奶。他解释：“走失者中以老人小孩居

多，他们找不到家人往往非常焦虑，需要及时补

充营养。”

　　今年，他又与西安市出租车爱心车厢志愿服

务队和陕西广电融媒体达成合作，在公交车厢内、

出租车司机中发布由他核实过的寻亲信息。日渐

扩大的“寻人朋友圈”不断为他注入新的力量，也

为公益寻人增加新的路径。

　　多年来，曹金生还热衷于扶贫帮困、捐资助

学。他和团队自费资助贫困山区学生11人，发动爱

心企业先后为贫困山区捐助各类电器价值170余

万元，为公安基层一线捐抗疫物资、捐助食品等价

值30万余元，受助人群3万余人次。因成绩突出，曹

金生带领的服务队被陕西省慈善协会授予“抗击

疫情志愿服务优秀团队”荣誉称号。

　　9年来，曹金生的视力不断下降，也落下了静

脉曲张、颈椎病等一身毛病。在他的办公室里，一

面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被整齐地摆放在柜子中。从

警17年，曹金生唯独遗憾的是，远在山东老家的父

母离世时，他都因为忙于工作和种种原因没能见

上最后一面。

　　“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但穿上警服就得对自

己的职责义无反顾，只要群众有需要，寻人打拐这

个事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父母会理解和原谅我

的。”每每想起父母难受时，曹金生总是这样安慰

自己。

　　图① 曹金生（左二）带领志愿者深夜寻找走

失老人。

　　图② 曹金生（右一）向辖区老人宣传防范养

老诈骗知识。

　　图③ 曹金生（右一）走访辖区群众，进行夏季

安全生产检查。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徐飞 袁野

　　

　　“反诈之路布满荆棘与未知，但我绝不后退！”

说这话的，是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五大

队副大队长李正。他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

究和治理工作已10年有余。

　　武汉市公安局统计显示，近年来，李正带领团

队先后捣毁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窝点142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1638名，有效劝阻受害人5.9万人次，止付

冻结涉案资金6.7亿元。

　　反诈路上，李正荣获一等功1次、二等功两次，

以及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百佳刑警”等

荣誉。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李正日复一日地执着

坚守和默默奉献。

执着

　　2008年1月，李正从部队转业加入武汉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六大队，专职负责盗、抢、骗等侵财类

案件打击。

　　最初，李正会办理一些街头冒充神医、幸运中

奖、买卖“祖传文物”等类型诈骗。2010年前后，市

民开始接到“猜猜我是谁”的骚扰电话。

　　“那几年，我们经常到外省出差，办理冒充熟

人电话诈骗的案子。最难的就是找人，有时连续蹲

守几天几夜就是为了抓住某个负责取钱的犯罪嫌

疑人，从而为案件侦破打开突破口。”李正说。

　　2013年，李正被任命为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

查支队五大队副大队长，专司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打击工作。

　　2014年5月，武汉某企业财务人员遭到冒充

“公检法”诈骗，1600万元公款被转入“安全账户”，

待公司领导发现才报警。为能尽快破案挽损，李正

带领团队开始对案件抽丝剥茧。

　　“当时，这种案子对我们来说相当困难，特别

是资金流向境外，线索追至国门边境就断了。具体

国外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不知道。”为了掌握更多

线索，李正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干，从信息流和资

金流入手开展调查，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明确

了犯罪团伙的藏匿地点在柬埔寨。

　　在湖北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武汉警方组建

专班赴柬埔寨工作，李正和战友们迅速集结前往。

在当地警方帮助下，经过半个多月工作，专案组最

终摸清了犯罪团伙3处办公场所和一处幕后金主

遥控指挥的藏匿处并开展集中行动。

　　“我到现在都记得，集中收网后我和同事吴江

花了一天一夜时间还原诈骗场景，确定窝点人员

工作区域、使用电话和电脑信息，总共固定了40套

证据，做完后已是眼冒金花。”李正深知，用证据说

话，才是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关键。

　　李正还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开展跨境打击，

在境外警方帮助下相继捣毁电诈窝点12个、抓捕

犯罪嫌疑人140名。

专业

　　李正有个习惯，每起案件办理完毕后，要归类

整理分析，深入研究作案手法、销赃方式、犯罪嫌

疑人地域分布、办案难点、法律支撑等问题，形成

经验做法，在内部交流分享。

　　从“猜猜我是谁”到“我是公检法”、从伪基站

到钓鱼网站、从理财投资到网络贷款诈骗……面

对层出不穷的新花样，李正每天都在拦截、反制、

打击，全天候守护群众的“钱袋子”。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日益严峻的形势，武汉警

方决定组建一支专业的反诈队伍。一个团队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必然会经历很多未知的困

难。筹建专业反诈队伍之初，李正便开始起草相关

业务指南和工作规范。

　　在李正主导下，从犯罪起源、案件特点、侦查

思路等方面出发，团队先后编纂了《新型犯罪的特

点研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规范》《电信网络

诈骗侦查工作指南》《反电诈中心工作流程》《反电

诈中心自动化平台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犯罪中的

实践应用》等，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起到了指导示范作用。

　　经过6个月的筹建，2016年10月，武汉市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成立，李正是中心负责人之一。

为民

　　2016年，一家名为“北银创投”的公司在网上

搭建购物商城，以虚假高额信贷消费引诱受害人

办理所谓的“信用消费卡”，通过不断发展代理商、

招募业务员发展客户获利。

　　2018年3月，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接到

多起涉及该公司的相关报警。李正意识到，这家公

司可能涉诈。经侦查，警方发现，该公司的“信用消

费卡”并不能满足消费、贷款等需求；该团伙采取

夸大适用范围等形式，骗取制卡费、服务费，引诱

网上购物消费。在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统一

部署下，武汉警方一举摧毁18个窝点、对198人采

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从最初的电话蔓延到网络、从广撒网式到精

准营销式、从小作坊到集团化，电信网络诈骗正在

快速进化。这对我们反诈专业力量提出了更高要

求。”李正说，唯有走在犯罪前面，才能有效遏制

犯罪。

　 十余年反诈职业生涯，李正见证了武汉警方

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的三个发展阶段：从以打

促防到打防结合再到以防为先。

　　如今，武汉反诈民警的办案思维正从“由案到

人”向“由人到案”转变：通过多途径信息整合、大

数据建模，把更多精力放在保护潜在受害人身上，

实现提前发现、技术反制、及时拦截。

　　武汉市洪山区张先生近日接到一通冒充“公

检法”的诈骗电话，骗子引导其进行共享视频通

话。武汉市反诈中心发现通话异常后立即预警，洪

山公安分局民警及时上门拦截，抢在张先生转账

前挂掉了电话，避免了其10万余元的损失。

　　“反诈，比拼的就是技术实力和响应速度，我

们正在朝着及时发现、有效阻断、迅速挽损的方向

而不懈努力。无论骗子龟缩在哪个角落，我相信终

有一天反诈这缕光会驱散迷雾绳之以法。”李

正说。

　　图① 李正（中）和同事们正在分析警情。

  图② 李正在工作中。    孙一歌 摄

专司反诈，李正和他的团队很专业

“寻人一哥”，曹金生心中最重的奖

□ 本报记者 马利民 文/图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天元村，乡村与城市的交错地，

一部分村民已住进了集中安置小区，一部分村民正在办

理拆迁手续，全村目前还剩两个村社未拆迁。

　　一些未拆迁的村民，盼望住进现代化的小区，将农家

小院里允许盖房的地方都盖上，就等着一纸拆迁通告。他

们的村社院落之间，道路狭窄，错综复杂；走进院里，密不

透风、昏暗潮湿。一些正在办理拆迁的村民着手选房手续

和赔偿事宜。一些已拆迁的居民，放不下田园生活，在新

建的安置小区里种菜养鸡。

　　流动人口多、出租房屋多、矛盾纠纷多……城乡接合部的所有问题，

这里一个也不少。

　　2020年，成都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窦清华和阴达砚，受市委组织部

委派前来天元村驻村工作。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苦苦思索着解决办法。时

值全国公安机关都在努力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公安出身的两个小

伙，仿佛找到了工作指引———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将枫

桥经验融入乡村治理。他俩说干就干。

用真心换真情 化解矛盾纠纷

　　天元村不存在发展困难的问题。该村紧邻新都区最大的物流园区，周

边物流相关产业发达，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衣食无忧。

　　在这里，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叶大娘在拆迁安置小区里养

鸡，凌晨鸡叫吵得居民睡不着觉；朱大爷拿起锄头在小区绿化带里“开辟”

了一处菜园，蔡大娘、杨大爷跟着效仿，物业劝不住；已经拆迁的姚大姐一

家，等了两年还没拿到房子，时不时来社区“问一问”……

　　刚开始，窦清华和阴达砚觉得这些事很好解决，讲法律摆道理哪个不

会？结果在一次矛盾化解中，两个小伙儿跑去找当事人王大娘说事，王大

娘正在打麻将，输了钱一脸不高兴，两个年轻人又哪壶不开提哪壶，惹得

王大娘牌桌子一掀，当即将两个人赶出了家门。

　　“千万不要在下午去做群众工作，上班的上班，打牌的打牌，没人愿意

搭理你。”

　　“调解矛盾要讲方法，要有眼力，见脸色不对先撤退，先拉近关系再询

问难处，最后才说问题。”

　　挨了不少骂，吃了不少闭门羹，两个年轻人终于找到点门道了。从此

下村时，他们包里多了一盒烟、几颗糖。村民对他们的态度逐渐亲切起来。

　　驻村期间，两个小伙儿用真心换真情，讲方式方法，转变村民观念，设

身处地化解矛盾纠纷。一年来，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0余件，200余名村民

受益。为营造和谐氛围，两人还自掏腰包举办插花活动，促进村民交流，和

谐相处。

保安全防诈骗 守护安全底线

　　天元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壮大了，不仅满足了本村人口就业，同时

吸引来不少外来人口，人员流动大，人员构成复杂，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

　　窦清华硕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安全

隐患的地方，就是他施展拳脚的地方。下村开展各种工作的时候，窦清华

都会习惯性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查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立马纠正。

　　“这个小伙子不错，群里发个安全检查的通知，不管安排谁去，窦清华

每次都主动报名。”村书记拍着窦清华的肩膀说。

　　新都区桂湖街道也发现了这个高学历人才，经常借调窦清华去开展

公众场所、出租屋、燃气安全等消防检查。窦清华干得起劲，下了班也会主

动去小区里转一转，哪怕是帮老百姓换换电灯，帮农家乐、物业检查灭火

器，听别人说声谢谢，他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阴达砚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展电信诈骗防范宣传、治

安、禁毒等工作，他是一把好手。

　　尤其是反诈宣传，阴达砚下了不少功夫。坐在电脑前，网上搜一搜相

关案例，编成资料再发给老百姓，简单又省事。但阴达砚不想这样简单了

事。他主动跑到新都区临江派出所了解辖区电信诈骗发案情况，汇总数据

并分析高发人群、时段、领域，将发生在辖区内的真实案例进行改编形成

宣传资料，开展针对性精准反诈宣传。普通资料发到老百姓手中，往往逃

不过被当“坐垫”或者当“废品”卖。阴达砚做的反诈宣传资料，每一个人都

看得津津有味，身边人身边事所带来的震撼与惋惜，老百姓更感兴趣，印

象更加深刻，防骗意识也就更牢固。

　　该麻烦的地方不能图方便，该方便的地方就要有改进。新冠疫情防控

工作中，阴达砚发现工作人员之间数据不通畅，重复上门排查常常引发村

民不满。发现问题后，阴达砚便利用专业知识搭建协作办公平台，让数据

跑路，为百姓减负。　

招商引资促产业 改善环境增就业

　　窦清华和阴达砚每次下村工作，都会路过一个废弃的农家乐，曾经是

村集体资产，看着难受。

　　终于有一天两个人忍不住了，一合计便向书记打报告：“书记，这个农

家乐旁边有鱼塘也有竹林，荒废了太可惜，不如招商引资重新打造下，增

加村民收入，我俩去跑。”

　　实际上，这个废弃的农家乐对整个村上的人来说有点鸡肋。因为进入

这个农家乐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路经过一座单行的小桥，高峰时既拥堵

又不安全；另一条路紧邻房屋而建，车辆贴着墙壁开，两车相遇不相让，谁

也过不了，因此来游玩的人很少。村民认为重新打造农家乐不现实。但在

窦清华和阴达砚的推动下，这事办成了。

　　通过招商引资，从事艺术行业的余老板看中了这块地，斥重金翻修，

取名“盛唐小院”。走进院里，泉水叮咚，假山错落有致，依水而建的栈道、

小木屋别有风情。

　　一切准备就绪，“盛唐小院”就等开业了。

　　对窦清华和阴达砚来说，引入资金打造废弃农家乐，还不够，接下来

要想办法把路修好，把小院周边的环境再改善好。

　　眼看着驻村时间仅剩半年，两个人担心着小院的发展，急切地想要再

做点实事。“余老板你放心，我们回去就写报告往上报，在我们这个层面尽

最大努力办好事。”

　　“好的，谢谢你们！等开业的时候，我把院里那头小香猪弄给你们吃。”

余老板笑着挥手，与两个年轻人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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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阴达砚（左一）、窦清华（右一）走村入户，排查矛

盾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