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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 本报通讯员 王灼灼 王人平

　　

　　“我这两天一直胸闷不舒服，一会儿去医院，

下午的会不一定能赶回来。”

　　2022年9月20日8时51分，张隽杰发出这条工

作信息。8分钟后，他倒在了岗位上。

　　张隽杰生前系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

技术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因心源性猝死，生命永

远定格在他挚爱的工作岗位上。

“能干我就多干点儿”

　　2022年8月底，大连突发新一轮新冠肺炎疫

情，张隽杰再次主动请缨作战，吃住在单位，参与

流调溯源、兼顾理化检验鉴定“双线作战”。

　　“我还年轻，我先上。”每每遇到急难险重任

务，张隽杰总是这样说。

　　流调工作争分夺秒。为了能够以最快速度找

出疫情风险点、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管控建议，他日夜与电脑、电

话为伴，每天休息不到5个小时。其间又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以

精准的检验鉴定为多起突发案事件的侦破和定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9月18日，连续奋战了17天，刚刚回去休息了几小时的张隽杰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张隽杰对同事说，“过几天我家老二该出生了，我怕

到时候请假了你们压力大，现在能干我就多干点儿。”

　　同事洛峰回想当天的一幕，红着双眼说，“张隽杰总是很少考虑

自己，把更多方便留给别人。”

　　9月19日，吃过午饭的张隽杰明显感到胸闷不适，同事们都劝他

立即停下工作去休息。考虑到手头堆积的工作，他还是决定当天留守

岗位，检验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

　　9月20日9时，坐在办公桌旁工作的张隽杰起身时突然摔倒在地

陷入昏迷，而他的嘴却微张着，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

“和他在一起很安心”

　　“张隽杰工作极其严谨，每一次检验都会额外留好备份。这是他

多年来坚持的习惯。”大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支队一大队大队长

王彬眼里有赞赏，也有不舍。

　　遇到棘手案件，张隽杰总是废寝忘食，不知疲倦。夜深人静时，同

事们常见到他在操作间里与各种试剂“相伴”，因此他被誉为警营里

的“化学家”。

　　张隽杰以一股学者式的“钻劲”，和同事们并肩攻克了一个个科

研难关，破获了一件件大案要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累计完成各

项检验及鉴定工作820余起，处理各类检材4000余份，勘查各类案事

件现场300余起，先后出具鉴定文书300余份。

　　“和张隽杰在一起工作，很安心。”这是同事们常说的一句话。

“他有老技术人那股劲”

　　张隽杰喜欢搞技术，带同事们一起搞科研。2022年年中上报公安

部科技应用创新项目课题，他作为课题组组长跟大家说好一起去领

奖，如今却永远无法兑现了。

　　“张隽杰身上流淌着老一代技术人的精神传承，就像一棵大树，

供人乘凉，从不索取。”张隽杰初入警的师傅许婷珊说。

　　理化检验鉴定工作是复杂而枯燥的，张隽杰却能用“匠心”打磨

“家伙什儿”。2018年，张隽杰作为大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支队专

业技术青年骨干，参加了由公安部刑侦局组织的刑事重点标准专项

工作，主持承担《疑似毒品中哌嗪类的气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检

验方法》的行业标准制定。

　　2022年5月1日，张隽杰参与制定的这个行业标准正式实施，有力

推动和指引相关案件的检验鉴定。他的“匠心”为大连公安赢得了同

行的认可。

　　2019年，大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支队启动全国第一台移动

实验室建设项目，张隽杰负责应用探索和日常维护保养，最终成为这

台“移动实验室”的“指挥官”。

　　在一次重要任务中，张隽杰作为大连市理化专业技术骨干参与

其中，使用移动实验室检验样品51批次、710份，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他值得信任和依赖”

　　办公室窗台上，一盆张隽杰悉心种下的草莓还在不知情地生长

着。以前草莓一长好，张隽杰总是迫不及待地摘下，开心地拿回家给

女儿吃。

　　“太突然了，感觉失去了一位亲人。”和张隽杰朝夕相处的同事姜

俊峰说。

　　张隽杰阳光正派、为人纯粹亲和，把单位当作家，把同事当作亲

人。同事母亲去世，他宽慰支持；怀孕同事出现场不方便，他主动承

担；同事买房首付款不够，他伸出援手；为省下每次几万元甚至几十

万元的精密仪器维修保养费，他自费购买工具包，自学仪器构造，研

究维修方法……

　　桌上摆放的办公用品、电脑里的检材清单、宿舍衣柜里的警服，

还有停放在墙边的自行车……

　　在张隽杰离开前的那个早上，他还跟同事说：“今天骑车很疲惫，

可能因为太久没有锻炼了。”

　　张隽杰的同事们至今不愿挪动任何一样他的物品，就好像他从

未离开过。

　　张隽杰检验过海量的检材，分析出无数的成分，唯一不必鉴定

的，是他自己，也是每一位大连公安人红色的基因、流淌的铁血，这是

全警上下刻进骨子里的忠诚信仰、血性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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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吴杰 杨美华

　　

　　公诉席上，她铿锵陈词，指控侵害未成年人的

犯罪行为；“莎姐”工作站里，她温情疏导，尽己所能

帮教“问题少年”；法治课堂中，她变身“园丁”，引导

同学们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她就是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二部副

主任黎佳。作为重庆市“莎姐”检察官团队中的一

员，她凭借对检察事业的忠心、对案件的责任心和

对未成年人的爱心，能动履职践行使命，用情呵护

“幼苗”健康成长。

护“迷途”少年返航圆梦

　　“检察官姐姐，我还有未来吗？”

　　时隔4年，黎佳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刚从事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不久，初次见到迷茫彷徨的小龙（化

名）的画面。

　　那时的小龙刚满17岁，系大足区某中学高三学

生，因上网后没有钱吃饭，一念之差盗窃手机并出

售赃物被公安机关抓获。这件涉嫌盗窃罪案件被移

送至大足区检察院，由黎佳负责办理。

　　“如果小龙被提起诉讼并判处实刑，那他的学

业将被迫终止，未来的人生路也会因此而改变。”惋

惜小龙的违法行为的同时，黎佳也思考着如何帮助

这个迷途少年。

　　于是，黎佳积极开展社会调查，走访学校了解

其在校表现情况，对小龙及其监护人开展法治教育

和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其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

取得对方的谅解。后大足区检察院依法对小龙作出

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察期为6个月。

　　对涉罪未成年人案件，黎佳并不是“一结了

之”。在小龙的考察期内，黎佳与学校老师、法定

监护人组成联合帮教小组，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教

矫治措施，定期开展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考察

期满后，大足区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

决定。

　　“检察官姐姐，我考上重点大学了！”收到小龙

的短信，黎佳在祝福其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寄语

其在人生的新篇章要坚毅前行。像小龙这样的“回

头”少年不是个例。作为“莎姐”检察官，黎佳将精准

帮教贯穿办案始终，开展社会调查53人次，开展临

界预防4人次，进行犯罪记录封存50人次，帮教罪错

未成年人57人次，促进27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

会，其中两人考上大学。

以“我管”促“都管”

　　“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权益的最后一道保护

线。”黎佳说，多元救助与综合保护都不可或缺。

　　黎佳在办理一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发现被

害人小花（化名）曾在一家医院就诊，而接诊医生发

现异常后，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未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

　　尽管在小花的父母报警后，司法机关通力协

作，犯罪嫌疑人李某被抓获归案并判处刑罚，但案

件凸显的问题引起了黎佳的深思——— 在深入推进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中，如何防止

“应报告不报告”的现象发生呢？

　　促进社会治理成为黎佳办理该案后半篇的重

点。经大足区检察院分管检察长批准，她依法向该

医院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该医院从提高思想认

识、规范管理机制等方面予以改进完善。

　　结合办案思考和走访调研，为了将强制报告

制度在全区医疗系统中落实落地，黎佳及同事主

动联系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议出台强制报告

制度的具体实施规则，加强培训宣传、细化工作流

程等。该部门认真听取后，在全区下发了《关于严

格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通知》，

要求全区医疗机构落实做好提高从业人员对强制

报告制度的知晓率，做好报告信息备案等相关

工作。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健全了家庭、社会、

学校等‘六大保护’体系。”黎佳认为，只有以“我管”

促“都管”，凝聚各方力量共同行动，才能织密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保护网。

在普法路上笃行不怠

　　在大足区检察院、团区委联合开展2022年暑

期“共护未来”普法安全活动中，黎佳以“法律护

航、青春自护”为题，将识别性侵害的套路、掌握

预防性侵的方法等，向在场的家长和学生娓娓

道来。

　　这是黎佳开展普法活动的一个缩影。从事未检

工作以来，她始终坚持办案与普法两不误。

　　“为普法做加法，就是为犯罪做减法！”黎佳表

示，普法是提升未成年人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途

径，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生。

　　有一次，黎佳以法治辅导员的身份，在辖区三

驱镇某小学附属幼儿园上法治课，面对她提出的几

个问题，大部分学生都摇头以对，唯有一个女孩流

利地给出了正确答案。课后发放宣传手册时，小女

孩拉着黎佳的手说：“阿姨，我认识你，你以前给我

们讲过课。”疑惑一会儿后，黎佳想起来：这是之前

在附近村小讲课的时候，随机提问的那个小女孩，

当时她还腼腆地不说话。因村小合并，这个小女孩

来到了这所学校继续上学。

　　两堂法治课已时隔半年，但这个小女孩的自我

防护意识明显提升。这件事感染和激励着黎佳在送

法进校园、进乡村的道路上笃行不怠。

　　为有效提升普法覆盖面，黎佳也在充实地忙碌

着。她积极参与制作《宝贝不怕》《青春无毒》《宪法

守护你的一生》等普法视频，其中动漫《青春无毒》

荣获第十六届法治动漫微视频征集活动一等奖等

多项奖项，并在2020年疫情初期通过大足区广电系

统向全区学生推送播放。她主导制作的《预防性侵

害四问四答》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市教委评选为

“莎姐”精品法治视频微课。

　　“‘莎姐’检察官，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黎佳

说，她将继续依法能动履职，以法治守护更多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净土”。

“莎姐”黎佳用情呵护“幼苗”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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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鹏 文/图

　　

　　从青海省西宁市驱车近5个小时便来到了海西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

上，西宁铁路公安处天峻站派出所就坐落于此，担

负着55.5公里铁路线路的安全保卫任务。

　　“傲立在天穹之下，屹立在峻岭之中。”这是天

峻站派出所警营文化墙上“昆仑一棵草”的精神主

旨，也是天峻站派出所一代代铁警扎根关角山下，

克服高寒缺氧，在平凡岗位上执着坚守、担当奉献

的真实写照。

双警家庭

　　“媳妇，今年的中秋节又不能回去了。”

　　“那边天冷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爸爸，我等你回来带我玩。”

　　手机屏幕上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画面。

　　王浩是天峻站派出所教导员，妻子张晓瑛是西

宁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一条战线、两地作战。

作为双警家庭，他们既是夫妻，亦是一路同行、志同

道合的战友，双倍的坚守与责任注定他们要付出更

多、牺牲更大。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和中秋、国庆

“双节”安保工作，夫妻俩将7岁的孩子托付给年迈

的父母照看，双双放弃调休机会，主动请缨、坚守岗

位。张晓瑛已怀二胎数月，孕吐、厌食、气短……严

重的妊娠反应让她寝食不安，但是面对工作，她未

曾因自己身体不适而请过一天假，也未曾向领导提

出任何要求。

　　天峻县距离西宁市虽仅有370公里，但聚少

离多却成为这个家庭的常态。接送孩子、照顾老

人、做饭洗衣，家里的大小事务全压在张晓瑛一

个人身上，就连每次产检也都是她独自一人前往

医院，虽然同为警察的妻子更能理解与包容丈夫

的不易，但对家庭的愧疚却深深地烙在王浩的

心底。

　　“我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儿子、丈夫和父亲，我总

是承诺父母妻儿等这段时间忙完，好好陪一下他

们，但每次都食言。”谈及此，王浩脸上满是自责。

“奔六”老警

　　在天峻站派出所这个大家庭中，经常能见到一

些两鬓斑白、饱经风霜，但目光炯炯而异常忙碌的

老民警。宋海青就是其中之一。

　　宋海青是天峻站派出所察汗诺警务区民警，今

年59岁的他，再过半年就退休了，但工作干劲一点

不比年轻人差。在崎岖不平的线路两侧、在交通偏

远的牧户家中、在书声琅琅的校园，只要是群众需

要的地方就能看见他奔走的身影：宣传安全知识、

调解矛盾纠纷、为群众排忧解难……

　　察汗诺村牧民老肖是一位老铁道兵，将自己

的青春热血献给了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老肖家

庭比较困难，宋海青经常自掏腰包为他送去大

米、面粉、罐头等生活用品。在得知宋海青即将退

休的消息后，老肖拉着宋海青的手久久不愿

松开。

　　宋海青患有糖尿病，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岛素，

此外他还经常出现低血压头晕症状，前段时间刚刚

住了院，所里领导和同事们对他的身体状况很是担

心，他却笑着说：“当下是安保维稳的关键时期，也

是我从警生涯最后一次重大安保，多一个人总比少

一个人强。”

　　作为一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宋海青没有轰轰

烈烈的事迹，有的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做着一名人民

警察的分内之事，以朴实无华的行动践行着人民警

察为人民的誓言。

推迟婚礼

　　“现在是安保维稳关键时期，我们单位全员要

坚守在一线，咱们的婚礼……”

　　“咱们的婚礼推迟到年底吧，没关系，我理解

你，爸妈的工作我来做。”

　　这是民警曹晋与未婚妻洪锦的对话。

　　曹晋是天峻站派出所最年轻的民警，也是所里

的业务骨干。2018年，曹晋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加

入西宁铁路公安处这个大家庭。新警轮训结束后，

他被分派到天峻站派出所。

　　初到天峻，凛冽的寒风和萧瑟广袤的草原给他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克服

高寒缺氧的恶劣气候环境和独在异乡的相思之苦，

以谦逊积极的工作态度在本职岗位上苦干实干。4

年的时光，见证了他每一步的成长。

　　由于家在外地，婚姻大事成了父母经常催促的

事情。曹晋和女友相识于大学，毕业后女友留在了

云南昆明，而他远赴西北。两千公里的山川成为横

隔在两人之间的最大考验。

　　距离远、见面难、陪伴少、工作忙，虽然困难重

重，但两人感情依旧。本来定于今年5月登记结婚，

由于疫情原因推迟到7月。在安保维稳关键时期，未

婚妻看出了曹晋的顾虑，短暂商议之后，两人毫不

犹豫地作出了推迟婚礼的选择。

　　婚礼可以推迟，责任不能缺席，曹晋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新时代青年民警的责任与

担当。

　　有一种担当叫坚守，有一种忠诚叫奉献。在这

个偏远的车站派出所，一代代铁警用他们各自的方

式坚守岗位，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守望着辖区铁路

的平安。

  图为黎佳（右一）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宣告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联合社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图① 民警宋海青在

开 放 式 线 路 进 行 隐 患

排查。

  图② 教导员王浩在

铁路沿线开展法治宣传。

  图③ 民警曹晋收集

铁路沿线治安信息。

　　图① 张隽杰参

加拍摄的刑事科学

技术支队宣传海报。

　　图② 防疫期间

张隽杰与家人视频

通话。

大连市公安局供图

①①

②②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