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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又要抵达一个航班，大

家都提提神，核查再仔细些。”凌

晨4时，夜幕笼罩广州白云机场

口岸。此刻，广州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一队副

队长于歌仍在忙碌的数据核查

工作中保持高度专注。

　　“不对头！把刚刚那几份

数据再调出来。”即使48小时

连续勤务期间仅睡了7个小

时，细微的线索仍被于歌摸

排出来。为保证时刻“预警”

数据安全风险，她甚至习惯

了穿警服睡觉，只为需要核

查 信 息 时 快 一 秒、再 快

一秒。

　　从三尺验证台前章起

章落，到“数据哨位”慧眼精

准出击，在南粤空港口岸，

于歌始终扎根边检执勤一

线，用行动诠释忠诚与热

爱。她服务出入境旅客超35

万人次，独创“1·3·5实质性

审查法”，积极探索打击跨

境违法犯罪警务协作机制，

推动建立专项数据分析模

型，先后查获各类违法违规

人员170余人次，荣立个人二

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4次、

嘉奖3次，获得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第20届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广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广东省三八红旗手等

多项荣誉。

学用相长

　　“有异样！”2021年7月，

白云边检站后台核查民警在

对出境航班数据开展排查预

警时发现可疑。身为值班队领

导，于歌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工

作，并发现关键细节——— 某架次航班

有多人订票信息异常，路线可疑。她牢

牢抓住“尾巴”循序深入、广泛摸排，

“偷渡客”的身影渐渐浮出水面。于歌立

即上报请示启动口岸联动机制，对相关

人员开展侦办调查。

　　“我和同事联合专案组开了多次案

情碰头会，整理涉案线索、收集犯罪证

据，耗时数周最终成功挖出该跨境犯罪团

伙的境内窝点，在某酒店内一举抓获黄某

等8名团伙骨干成员。”说起案件，眉眼英气

的于歌眼里闪着光。

　　这是白云机场口岸开展打击跨境违法

犯罪专项工作以来，第一起联合地方公安机

关侦破的案件。因战果重大，国家移民管理局

相关负责同志批示“对白云站予表扬！”案件结

束后，于歌总结摸排违法违规案件规律特点、

提炼安全高效的防范打击策略，并将经验推广

应用。

　　近两年，于歌带领民警先后对13500余架（次）

航班、23万余人次出入境旅客进行全方位研判核

查，发布人员重要提示信息1300余条，主导办理跨境

违法犯罪案事件400余起，参与建立全国边检机关首

个百万级核查数据库，搭建4个“打跨”数据模型。

　　成绩源于热爱、也源自不断钻研。在岗位上学习、

在工作中研究一直是于歌的工作态度。广州白云机场口

岸旅客成分复杂、多元的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潮涌般的

出入境客流对于歌来说，是扎根成长的“沃土”，更是理论

和实践不断碰撞的实验室。她将解剖学、心理学、语言学等

学科知识引入查验流程，独创提炼“1·3·5实质性审查法”。该

做法如今已在全站推广，成效十分明显——— 白云口岸查获伪

假出入境证件数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口岸第一位。

“再仔细查”

　　2022年深秋的一天，在对航班进行出入境信息例行排查时，一

组照片引起了于歌的警觉。“一边是衣着得体的知识分子样貌，一

边却是不修边幅的邋遢大叔形象，短短几年时间同一个人为何会有

如此大的变化？”有着多年察人经验的她疑窦顿生。

　　“再仔细查。”她迅速组织当

天值班民警对该人进行细致核

查。在发现该男子不仅曾在网络

平台发布大篇幅的煽动性不实言

论，还企图通过变换身份潜入国

门时，她立即将情况通报给相关

主管部门协同排查，不到一个小

时便成功阻止了该起涉嫌跨境违

法犯罪行为。

　　“在执勤一队，我们要求对每一

条有价值的线索都必须深挖细查，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于歌说。在

她的带领下，执勤一队的民警们在

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不仅成为后

台核查岗位上的“细节控”，而且养

成了跟疑点“磕到底”的习惯。

　　一次处置“三非”案件过程中，

一名旅客涉嫌违法就业，可其签证

有效、邀请单位合法、无违法记

录……种种信息看起来挺正常，却

始终未能打消移民管理警察的怀

疑。眼见着该名旅客乘坐的航班即

将起飞，一时之间，核查工作陷入了

僵局。

　　“从这人的衣着入手！”于歌的

突然出声仿佛拨开“迷雾”，帮助大

家找到了破案的关键。她带领后台

核查当班民警顺藤摸瓜，最终用翔

实证据成功处置该“三非”案件，为

国门安全筑起了严密防线。

　　正是这样一次次“磕到底”，执

勤一队在捍卫国家安全、维护口岸

稳定取得了卓越成绩。据统计，2020

年以来，该队累计排查出入境信息

超过300万条，发布人员预警提示达

1万余次，并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

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今年，白云边检顺势而为，选拔

了一批有着丰富口岸执法实践和移

民理论研究经验的民警组建了白云

边检站“于歌劳模工作室”，旨在最

大化发挥于歌的典型引领作用，让

先进典型形成集群效应，逐步壮大

为“领头雁阵”。 

“暖歌”公益

　　“你们和他一样，都是在骗我！”曾经，

在口岸询问室，一名涉嫌跨境偷渡的年轻

“外籍新娘”哭闹着拒不配合执法，于歌站

了出来。“别害怕，姐姐能理解你。每个人年

轻的时候都会犯错误，已经发生的事情不

能改变，但我们还可以选择未来，选择向前

看、向阳生。”为避免刺激女孩情绪，于歌让

其他民警离开房间，化身知心姐姐，言语温

柔地解释情况、耐心疏导。

　　两个多小时的宽慰和引导，一句句贴

心暖心知心的话语，不断触动着女孩的心

扉。最终，于歌以真诚化解了这名外籍女孩

心中的坚冰，使她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逐

渐接受边检机关的处理决定，调整好个人

情绪，踏上了回家的路。

　　“既是移民管理警察，又是妇女代表，

对我来说，‘双重身份’承担了更多的职责

与期待，但却出自同一份初心。”于歌言语

如是，行动亦然。

　　作为广东省妇女第十三届代表大会代

表，于歌在会上结合日常工作实际，通过柔

性与理性兼具的国门女将视角，敏锐捕捉

当地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新动向，她在代表

团讨论期间向省妇联提交了《关于完善广

东省涉外婚姻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立法的

提议》。

　　除了女性，尽可能为老人、孩子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也都在她的“公益心愿清单”

上。2023年，在于歌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

下，白云边检站“暖歌”志愿服务队正式

成立。

　　这些年，于歌用乐业、精业、勤业，让白

云空港口岸掀起一股与身边榜样、先进典

型对标的热潮，从“学先进”渐渐演变成“争

先进”，从于歌个人的“星星之火”扩散成

“国门群星”争先创优的“燎原之势”。

□ 本报记者  王志堂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郝文林

　　

　　在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一楼诉讼服务中心，

一块“冯建军名家工作室”的牌子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杏花岭法院着力打造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一站式

诉讼服务品牌，也是全市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法官工作

室。成立两年来，冯建军工作室已经成为太原市域多元解纷

的一张名片。

这个法官不“坐堂”

　　初见冯建军，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一头醒目的白发，这

位沉稳坚毅的老法官已经从事民事审判30余年，是工作室的

灵魂人物。

　　2020年，杏花岭法院开展诉源治理工程，冯建军工作室

正式成立。通过发挥“诉服为基、速裁先行、多元联动、平台助

力、机制协调、靶向发力”的诉调对接优势，工作室让大量的

诉前案件得到实质性解决。

　　跟其他法官不同，“坐堂问案”并不是冯建军的工作常

态。他更多的是依托“1+N+N”工作模式，分析案情，实地走

访，释法析理、耐心调解，最后案结事了。社区里、当事人

家……常常是案子在哪儿他就在哪儿。

　　一天，桃园北路西社区的王大爷等5户居民来到冯建军

工作室寻求法律帮助。

　　原来，这几位老人居住的是旧式居民楼，楼内供暖主

管道由底层经过顶层居民杜某家循环后，为楼内居民供

暖。前不久，杜某将屋内的暖气主循环管道拆改，计划将供

热管道移出，其他住户因此与杜某发生争吵，邻里关系剑

拔弩张。

　　冯建军分析案情后，随即与杜某联系，主动上门实地查

看纠纷的起因。原来，因为供暖管道老化渗水，杜某投诉无果

才私自决定将暖气主管道拆改的。冯建军心里有了底。几天

后，冯建军带着助理再次来到小区，组织现场调解。为缓和紧

张气氛，调解采取背靠背方式，先将杜某带离调解现场，耐心

讲解物权、相邻权等法律法规，指出其行为影响了整栋楼居

民采暖的权益，同时也给自家带来安全隐患。随后，又回到现

场与居民代表谈心，希望大家以邻为友、和睦相处。

　　最终，在冯建军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努力下，杜某

恢复了暖气主管道及立管，暖气管道老化问题也一并得到

解决。

　　在家门口就解决了烦心事儿，不打官司不花钱，老住户

悬着的心放下了。

这样的调解很暖心

　　说起案子，那件“狗咬人”邻里纠纷令冯建军印象深刻。

这件历时一年多，报过警、找过社区一直梗在那里的纠纷，在

工作室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程大姐出门买菜时把家中的3只泰迪犬托付给门卫李师

傅照管，不料小狗把同小区的住户小高咬伤。李师傅陪小高

注射了狂犬疫苗、免疫球蛋白，但小高事后却出现了胸闷、心

慌、口渴、全身无力、四肢抽搐等症状，经常在梦中被吓醒，诊

断为重度抑郁，并向程大姐和李师

傅提出赔偿要求。

　　程大姐认为，自己的狗咬伤了小

高，她愿意赔偿，可像小高这么严重的

后果她难以接受。大家各执一词，不肯

退让。其间，他们报过警，也求助过社

区，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小高无奈

之下将程李两人告到了杏花岭法院，案件

随即被分流到冯建军工作室进行诉前

调解。

　　受案后，冯建军多次与当事双方电话沟

通，上门了解实际情况。为查清起因，他组织

当事人双方在调解员、律师等的见证下对案发

过程进行了模拟还原。上门走访了小高，了解

她的病情和治疗情况。

　　“看现场的目的是固定纠纷引发的场景，避

免调解时各执一词。再经过梳理、分析，确定争议

焦点及调处依据。”聊起调解工作，冯建军有板有

眼。在他的努力下，当事双方由排斥到信任，态度都

有所缓和，最终同意面对面调解。

　　当天，冯建军联合社区民警、街道办公益律师、

社区干部，灵活采用“背靠背”“面对面”等多种方式调

解。一方面向小高分析了诉讼风险，引导她理性、慎重

地提出赔偿数额要求；一方面开导程大姐和李师傅要

认清对小高构成伤害的事实。

　　经过4个多小时的协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签

署了调解协议，李师傅和程大姐共同对小高予以一次性

经济赔偿并当场履行。面对两人的赔礼道歉，小高也终

于放下心结痛哭失声。

　　再次见到小高时，她的病情已大为好转，因创伤后应

激障碍给她带来的伤害在法院的细心工作下逐渐恢复，生

活也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这样的模式很高效

　　面对一段时期内批量银行卡纠纷多发高发的情况，杏

花岭法院将案件移交冯建军工作室。

　　冯建军分析案情后，认为主要的难度在于欠款人在分

期还款和逾期利息上与银行无法达成一致，且存在文书送

达困难。工作室与山西省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取

得联系，将上述案件诉调对接。

　　2022年至2023年2月8日，经行业在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

550件。冯建军工作室及时出具了司法确认民事裁定书，每件

案子平均办理时长仅20天左右。经回访，双方当事人满意度

达100%，自觉履行率100%，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依法

快速维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为优化营商环境作

出司法贡献。

　　自2020年年底至2023年1月，工作室已接待群众9000余

人次，诉前调解案件4000余件，调解成功率76%，速裁快审

1300余件，结案率100%，案件平均办理周期28天，收获锦旗

14面。

　　面对这样的成绩，作为工作室的领衔人，冯建军感慨，

“这样直接以法官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实际更强调法官的责

任、法官的权力和法官的荣誉。我们会努力把冯建军工作室

打造成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工作中的亮丽名片。”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谭小兵

　　

　　初春时节，微风和煦。在办案现场、法庭及单位间来回

奔走的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主

任杨熹格外忙碌，案件开庭、现场审查、经验分享交叉进行，

日程满满。

　　“于寻常处见功力，于细微处见真章。办案不能仅仅停

留于表面，更需要仔细思考，践行实际。”杨熹在接受《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她从检近15年以来的工作信条。

　　2015年，杨熹负责审理一桩水污染案件——— 某制药公

司在污水处理管网中私设暗管偷排废水。

　　在相关证据已经找到，但排污方式始终得不到有效印

证的情况下，杨熹为了完善证明体系，找到制药厂污水管道

的施工图，“环境资源犯罪案件专业性太强，就好比这个案

件中的关键证据施工图，真是特别烧脑。”杨熹笑着回忆，

“我这个文科生，第一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图，真是熬了好几

夜的。”

　　那段时间，她不是在办公桌前埋头翻阅资料，就是向

相关行业专家讨教，终于弄清楚了这看似正常的管道上

暗藏的“玄机”——— 犯罪嫌疑人将一小段管道偷偷嫁接在

正常的污水管道上，利用地形落差让本应进入污水处理

池的废水改道进入雨水管网，从而悄无声息地排入天然

河流。

　　经过比对采样检测报告，杨熹最终认定该制药公司通

过暗管排放含重金属锌的生产废水。在铁证面前，涉案制药

公司承认了非法排污的事实，并承诺进行整改。最终该案成

功起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案件判决后，杨熹和同事又一次来到现场，看到该企业

整改后的排污管道符合规范，处理设备正常运转，污水能够

达标排放，她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宝剑锋从磨砺出。凭着这份“检察蓝”护好“生态绿”的

笃定追求，奋战环境资源案件公诉一线近10年，杨熹办理的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500件余起，无一错案。

　　6年前，为了厘清一个案件究竟是“移栽”抑或是“采

伐”，杨熹深入缙云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现场勘查核实。

　　然而，茂密的森林并不通公路，杨熹便在一人高的野生

丛林中艰难地徒步前行。当看到现场的情景时，杨熹心疼得

几乎落泪，本应高达20米左右的野生香樟树，被砍伐成两米

至三米高的木桩。

　　“保护野生香樟树刻不容缓，多一份努力和坚持，这片

绿色便多一分希望。”勘查后，杨熹立即行动，结合现场证

据，严密组织证明体系，论证出行为人所谓的“移栽”应定性

为“采伐”。

　　提起公诉后，法院采纳了该指控意见，犯罪嫌疑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

　　这只是杨熹维护绿色希望的一个缩影。

　　又一次，杨熹和同事前往一起涉嫌非法采矿案件的现

场调查取证，该现场地处大山深处，道路崎岖，突然，车轮陷

入稀泥里，怎么都动弹不得，同行的几人一筹莫展。幸亏一

名当地司机路过，帮忙把车从泥中开了出来。

　　返程时，一行人都变成了“泥猴”。但杨熹淡淡一笑说，

“苦点、累点、脏点，没啥！现场再偏远，环境再恶劣，为了保

护绿水青山，我们也要使命必达！”

　　万里长江水云阔，一江碧水万古流。守护好一江碧水和

两岸青山，是每个长江生态检察官的法治共识。

　　2021年1月，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开始，作为长江支流的

清水江贵州省天柱县段被划为10年禁渔区。在野生鱼带

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下，当年5月至7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

以“电鱼＋网鱼”的方式，在清水江贵州省天柱县段非法

捕捞水产品7600余斤。在民警的蹲守下，这个犯罪团伙

被一网打尽。

　　承办该案件的那段时间，杨熹几乎每天都在翻

看微信聊天记录、手机定位、转账记录中度过，“这

样才能了解他们的犯罪模式，准确指控每一次的捕

捞地点，核算出渔获物的种类和数量，并为鉴定机

构提供充分证据证实生态环境的损害程度。”杨

熹说。

　　最终，该案在提起公诉的同时提起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要求12名被告人连带承担赔偿生

态修复金110余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

赔礼道歉。这些诉求均获得了一审法院的

支持。

　　刑事指控彰显打击非法捕捞的决心，

做好溯源治理才能从末端堵漏，完成好

保护公益的“生态卷”。杨熹认真梳理案

件后发现，辖区内大大小小以吃野生

鱼为招牌的餐馆，才是需要及时堵住

的缺口。随后，杨熹将案件线索移交

公益诉讼部门跟进，督促渔政主管

部门对辖区内餐馆业进行整治，

对涉案出售野生鱼的餐馆进行

行政处罚，最大程度斩断利益

链条。

　　作为一名长江生态检察

官，杨熹深知保护生态环

境脚步不能停歇。“唯有

以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

对待每一项工作，才能

不负胸前检徽，不负

青春韶华！”她说。

冯建军：
这位法官不“坐堂”主打多元解纷

杨熹：

细心办铁案守护“生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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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杨熹正在审阅案卷。

  .图① 冯建军（右四）联合驻地社区、辖区派出所联

动联调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图② 冯建军在办公室审阅案卷。

①①

②②

  图为于歌与同事讨论查缉线索。 白云边防检查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