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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徐飞

　　

　　DNA，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份证”，终身不变的

遗传标志。从犯罪现场遗留的生物组织和体液中分离

DNA，是现代刑事案件侦破不可或缺的侦查手段。

　　在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DNA实验室

（以下简称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有一群身着白大褂

的民警，他们用移液器充当利刃，让证据开口“说话”，

为案件办理指明方向。

为死者言

　　今年1月，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区分局破获一起19年

前的命案积案，民警通过不懈努力，从当年案发现场木

板上提取到的模糊生物痕迹中，锁定了潜逃多年的犯

罪嫌疑人。

　　面对从天而降的民警、痕迹比对结果，犯罪嫌疑人

李某最终承认自己19年前因一时冲动而酿成的惨剧。

　　人是抓到了，江汉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

中队长胡斌却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原来，案件移送检察院过程中，检察官质疑：当年

从案发现场找到的凶器木板上已经没有痕迹特征，如

何证明与案件相关？

　　“我当时也有点犯难，因为19年前确实无法检测已

经渗透进木板内的人体DNA。”为让证据在诉讼过程

中无懈可击，胡斌找到武汉公安DNA实验室副主任张

春梅。

　　从业16年的张春梅，对微量DNA检测有过人之

处。随着时间推移，生物组织会发生变化，如变黑、变灰

直至无色，肉眼虽无法看出，但通过技术能让它“显

形”。张春梅通过多次提取，最终在木板上检测到受害

人的人体DNA信息。

　　“进行DNA检测是一个复杂过程，要谋定而后

动。”武汉公安DNA实验室主任方慧将DNA检测比作

做手术，检测前要进行评判，“像制定手术方案一样”。

　　成立于1994年的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是全国第

一批设立建设的DNA实验室。“经过近30年发展，从

DNA提取、扩增、测序，再到最后比对，我们已形成一

套成熟的检测技术。”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教导员

朱传红，是实验室建成以来最早一批研究微量生物检

材的人。

　　早在2006年，朱传红就带领团队，在监控缺失、对

象不明、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从犯罪现场一根塑料带

上提取到人体微量组织细胞，为侦破要案指明了

方向。

　　现如今，武汉公安DNA实验室年均受理各类刑事

案件1万余起，检验生物检材3万余起，年均揭露各类案

件1500余起，先后获评“全国公安机关重点实验室”“全

国公安机关一级DNA实验室”。

　　“为生者权，为死者言。我们的工作就是将断开的

证据链接上，形成闭环，用一份份报告发出公平正义的

强音。”张春梅说。

助破小案

　　“DNA检测技术并不只用于重特大案事件。”朱传

红介绍，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才的汇聚，DNA检测技术

也更多地运用到一线实战中，在破小案、保民安中发挥

关键作用。

　　2022年4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生物园、

光谷科技港等地，连续发生多起企业、工地、小区空调

外机铜管被盗案件。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选择夜间作

案、从监控盲区下手，给案件侦办带来较大难度，有的

报警人甚至自认倒霉。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吴玉剑博士可不这

么想。

　　2021年，吴玉剑来到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

安分局，帮助筹建了该市第一家区公安分局DNA实

验室。吴玉剑带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

刑事技术团队持续跟进案件，通过多次勘查现场，对

提取到的接触性生物物证进行检验，最终精准锁定

嫌疑人，并依靠DNA信息深挖研判，串并其所犯同

类案件6起。当年5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

局辖区盗窃空调外机铜管被盗案件发案数下降近

八成。

　　“近年来，我们带专家、送技术、严审核，把DNA检

测技术由市向区推广，得到广泛应用。”方慧介绍，从

2018年起，他们便开始筹划在区公安分局建设DNA实

验室。为让DNA检测技术更广泛地服务基层实战，方

慧和同事们一道，累计培训技术骨干60余人次，从实

验室管理维护、理论方法研究、技术难点操作、结论

审核把关等“全环节”做好传帮带，给破案多提供一

些帮助。

　　现如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DNA实

验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DNA实验室已通

过资质认定并投入运行，6所区公安分局实验室正在紧

张筹建中。

服务民生

　　方慧清晰记得，苗苗和母亲抱头痛哭的场景，“当

时我们也流泪了”。

　　1985年，1岁9个月的苗苗在江汉区一长途客运站

附近走失。此后30多年，苗苗的父母印了十几万份寻人

启事，踏遍20多个省份，见过200多个孩子，却一直未找

到她。

　　自公安部“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武汉市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通过不断完善父母寻找失踪被拐儿童信息，

广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员数据，及时组织技术比对核查，

最终在2021年助苗苗一家团圆。

　　“以前由于DNA信息库资源有限，可比对信息不

足；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不断增加遗传标记，检

测精确度也随之增加。就像进行网络搜索，关键词越

多，搜索的内容越精确。”方慧说。

　　近年来，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采集血样

189份，核查历年失踪被拐信息364条，先后找回26名历

年失踪被拐儿童，组织开展十余场认亲活动。

　　2022年7月，武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通过检验和

数据比对，成功帮助66岁的老人与失散62年的同胞兄

妹团聚，创下湖北省内认亲团圆最长的时间记录，这在

全国也罕见。

　　通过DNA检测技术，每帮一个家庭团圆，对方慧

和同事们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

　　“我们同事对找失踪被拐妇女儿童，有时比办案子

还积极，他们说这是积德的事。”在方慧看来，这是“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真切体现。

实验室有一群让DNA作证的“白大褂”民警

“90后”法官谢芳的基层办案经历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乌黑秀发简单扎在脑后，说话与工作风格如竹筒

倒豆子般直爽利落。这就是谢芳，现任浙江省德清县人

民法院立案庭庭长，一位“90后”年轻法官。

　　谢芳说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因有无数法院

前辈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地打下的扎实工作基础，年轻

法官才能乘风而上、扬帆起航。

　　从实习到工作，谢芳迈入德清法院的大门业已10

年，从书记员到法官助理再到员额法官，从执行局到基

层人民法庭再到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这10年间，经

历了许多人事变迁，不变的是刚入职时给自己写下的

座右铭：道阻且长，但求无愧于心；前路漫漫，风好正是

扬帆时。

扎根基层增强法治底色

　　“江南第一山”莫干山绿竹如海、山泉汩汩、别墅林

立，广迎海内外游客，与这片土地共成长的还有莫干山

人民法庭和心怀梦想的法官们。

　　谢芳正是其中一员。

　　2015年开始，乡村旅游经济在莫干山如火如荼开

展，数百家民宿纷纷挂牌营业，与之一同到来的还有涉

及农村房屋租赁、民宿投资开发等商事纠纷。让谢芳印

象特别深的是法庭与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共

同化解的一起因民宿产生噪音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

纠纷。

　　谢芳与同事多次走访了解情况后才发现，两兄弟

之间并非简单的因为哥哥家发展民宿影响了弟弟家的

安宁产生冲突。原来，弟弟认为早年间宅基地分配不

公，再加上在父母赡养问题上兄弟间产生分歧，最终在

开发民宿过程中彻底闹翻、难以调和。

　　捋清了纠纷背后的历史脉络，联合调解力量针对

各个矛盾点逐个击破，谢芳还与同事走访了解当年分

配宅基地情况的老人，给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脚步丈量莫干山的山水，谢芳也如同树苗在土地

上扎根更深。

　　在莫干山人民法庭工作期间，庭长常带着谢芳下

村入户，给村民做农村土地法律知识宣讲。

　　由于村民们刚刚接触民宿经营行业，在签订合同

时权益受损而不自知。谢芳在下村过程中就发现一些

村民以固定价格一下子签署了30年租期的合同，这明

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租赁合同最长期限20年，对村民

不公平也不利于当地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普

法之外，谢芳与同事们为民宿经营者们提供租赁合同

的范本，避免因合同约定不明产生更多的纠纷，还对有

需求的民宿提供关于劳动保障、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法

律服务。

　　“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进一步体会到‘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这几个字所赋予我们法院人的责任。”

谢芳如是说。

家长里短探求法理平衡

　　德清法院有个“芬芳工作室”，是全省首个设立在

人民法院的妇女儿童维权工作办公室，名字由来正是

院里多位女法官名字中的“芳”。谢芳也是“芬芳工作

室”的主要成员之一。

　　从事家事审判工作期间，谢芳可谓看尽世间百态，

见过为了争夺夫妻财产在法庭互撕的离婚夫妻，见过

数个子女却老无可依的心酸老太太，见过在家暴中一

直隐忍不敢维权的妇女……

　　“老母亲到法院起诉3个儿子，要求他们与自己分

丈夫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这是谢芳办理过的一起看似

离奇实则心酸的案件。

　　案件中的老母亲李老太腿脚不便，谢芳和法官助

理专程上门后才了解到母亲起诉3个儿子的背后其实

是李老太的养老问题。谢芳耐心听完李老太的哭诉，也

联系上李老太的3个儿子，这才弄清这个家庭长期以来

的矛盾症结所在。

　　原来，大儿子与二儿子认为母亲偏爱小儿子，多年

来贴补小儿子更多，合该小儿子负责赡养，甚至还认为

小儿子为父母理财实则将父母钱财挪作己用。而小儿

子对两个哥哥的误会气在心里，更不愿意赡养母亲以

免落人口实。

　　在谢芳多次上门、电话联系释法说理后，小儿子

也提供了银行流水辅助作证，一家人的心结总算解

开。住在德清的小儿子表示愿意在今后的生活中多

探望和照顾李老太，李老太和其他两个儿子也同意

只要小儿子愿意多照顾老人可以给小儿子多分一些

遗产。

　　“家事纠纷的法律关系并不难，难的是背后错杂复

杂的情感关联和利益纠葛。”谢芳说。

　　从事家事审判两年间，谢芳共办理了400多件家事

纠纷，调撤率高达74%。尽管法律与情理虽然不完全一

致，但谢芳努力在其中找到平衡点，兼顾法与情，柔性

化解更多的纠纷。

融入基层治理定分止争

　　谢芳刚上班的第一年，接触过有房东为了90元的

水费将租客起诉至法院的案件。这样的案件让法官很

无奈，案件虽小但法院仍需按规定发传票、送达、开庭，

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而如今，随着全社会参与到调解工作之中，调解力

量不断壮大，“漏斗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格局逐渐形

成。法院作为“漏斗”最下一层，收到的矛盾纠纷数量减

少、法律关系也更复杂了。

　　在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工作5年，谢芳见证着法

院的工作方式和职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不告不

理”到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大格局，从法院单打独斗到合

力构建非诉多元解纷机制。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立案

庭庭长，谢芳也更多地承担起了诉源治理、定分止争的

职责。

　　2022年，德清一房地产公司“暴雷”，尽管楼盘已经

交付，但仍欠187户业主优惠房款。

　　“一百多人闹哄哄地围上来，无论我们说什么，大

家都听不清继而声音更大。”这是谢芳在刚接触该案时

的印象。

　　为了妥善化解纠纷，法院与住建局、房管处、矛调

中心联合组成工作专班，多次与业主代表开协调会，寻

求相对公正的方案尽量保障业主的利益。这样的群体

性纠纷，每一户的情况都不一样，拿出相对公平的方

案，让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才是化解纠纷的关键所在。

　　以公心探寻法律真谛，以真心化解矛盾纠纷。作为

新时代的法院人，谢芳表示，自己将与身边并肩作战的

法院人一起，转变思维，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诉源

治理工作，在化解纠纷的同时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司法

获得感。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　本报通讯员 王羽

　　

　　“101，203呼叫！”

　　“101收到，请讲。”

　　“飞机舱门已开，准备下客。”

　　“101收到！”

　　一架香港到海口的HU704航班降落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这是“五一”小长假最后一个航班。

正在203岗位执行飞机舱口监护任务的是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老民警赵承绪，

1982年入伍的他已有40余年工龄，今年10月即将退休。

　　“驾驶舱请打开，我们需要进行清舱检查。”看着最后一名旅客走下廊桥，精神抖擞的赵承

绪进入机舱开展清仓检查，对待这项已经执行过成千上万次的任务，他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

慎之又慎。

　　驾驶舱、行李架、座椅、员工间、洗手间……锐利的双眼不放过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一手

拿着对讲机，一手举着执法记录仪清晰记录着整个清舱过程，他说：“我是‘拒马栏’，守好国门

前的第一道防线是我的职责使命！”

　　对于重要的执勤任务，赵承绪在单位一待就半个月回不了家，有一次妻子生病严重也无法

及时回去照顾，“虽然对家人有愧，但能够在特殊时刻守护国家安全，我觉得特别光荣，相信家

人也能理解”。

　　当提到这是最后一个在岗的劳动节时，赵承绪却一改之前的严肃，感慨地说道：“肯定是很

舍不得的。”

　　很快，该航班143名旅客就提着大小行李陆续进入边检入境查验大厅。“轮椅旅客请走这

边。”站在台外的老检查员李守合，举手指向左边的“无障碍通道”，对刚从HU704航班下来坐着

轮椅的旅客及其家属示意。

　　疏导旅客、提供咨询、维护检查台前秩序、观察旅客情况……临退休的李守合善解人意地

说：“台上检查员辛苦，要尽量为他们缓解验放压力。”

　　李守合是广西人，1984年入伍时，他戴着大红花坐上了绿皮火车，“火车开了好一会儿，我

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海南，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呢”。

　　回想当年来到海南的情景，李守合耳边仿佛响起了“匡呲匡呲”的火车声。在他的回忆里，

最难忘的就是1989年在秀英港码头与战友们一起围堵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偷渡者，与犯罪分子

斗智斗勇，十分惊险。

　　“其实我还想多干两年，退休后一下子歇下来可能很难适应，劳动抗老！哈哈！”李守合打趣

地笑说，眼里却闪动着不舍。

　　“Do you have a visa？”一名韩国籍旅客来到台前，戴着老花镜的老检查员张馨予操着流

利的英语询问道。今年6月就要退休的她是全省边检站中验证台上年龄最大的女检查员。

　　有人问张馨予年龄这么大、眼睛都快看不清了为什么还要上验证台？她总是回答说：“队里

台上检查员紧缺，我能分担一点是一点，在台上都习以为常了！”

　　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她初当检查员的时候，还是在港口的一间仓库改造的出入境查验大

厅里，验讫章用的还是很重的大铁章，“时常要给铁章抠一抠印泥，免得看不清字了”。

　　说起近30年的检查员工作生涯，张馨予似

乎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这是我在岗位上最后一

个劳动节了，能在这三尺验证台站到职业生涯

的最后一刻，还是有点自豪的”。

　　28年来，从边防女兵到边检女警，从海港口

岸到空港口岸，张馨予验放超过10万名出入境

旅客。

　　当天20时15分，143名旅客全部验放完毕，

海口美兰国门口岸又恢复了平静。

　　披星戴月去，迎着朝霞归。国门前青蓝携

手、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仍在海口边检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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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在研究检材。

　　图②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民警吴玉剑在犯罪现场取证。

  图③ 武汉公安DNA实验室主任方慧做检测。

袁野 摄  

  图① 赵承绪正

在飞机舱口执行监护

任务。

  图② 张馨予正

在 对 旅 客 证 件 进 行

查验。

  图③ 李守合正

在与出境旅游团领队

核对人员信息。

美兰边检站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为谢芳（左一）通过“共享法庭”调解家事纠纷案。 德清县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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