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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如虎

　　整整两个月过去了，白成云右手上那块伤疤仍

然发黑。这让妻子怀疑：这不像他所说，是关车门时

不小心挤到的。妻子跑到白成云所在的禁毒中队，

找同事们“逼问”。这一问，妻子泪流满面。

　　这件事发生在2016年9月。

　　当时，襄阳警方侦办一起零包贩毒案件，抓获

涉毒人员李某。李某交代，自己从同城一男子康某

手中购买毒品。民警让李某约康某“交易”。康某按

约定线下“出货”。眼见“交易”完成，白成云当即带

队实施抓捕。康某拼命反抗，用力挣脱后拔腿狂奔。

　　白成云紧追不舍，一路穿过广场、窄巷。当康某

跑到定中街时，白成云飞起一脚将康某踹倒，和战

友一同将其制伏。刚吸过毒，康某十分亢奋，翻滚、

乱蹬、使劲挣扎。搏斗中，康某从腰间拔出一把

尖刀。

　　“小心，有刀！”白成云见状大喊一声，使出全身

力气死死摁住康某右手，任其如何撕咬都不松手。

直到战友给康某戴上手铐，白成云这才感到右手钻

心的痛——— 康某竟硬生生咬掉他手背上一块肉，血

肉模糊……

　　事后审查得知，康某身患肺结核、肝炎，并可能

染有艾滋病。一旦被感染，后果不堪设想！

　　得知消息，战友们生拉硬拽把忙着讯问的白成

云送到医院。

　　包扎好伤口后，医生叮嘱：“这种情况千万不能

马虎。除了定期换药、打针消炎之外，还要抽血化验

详细检查。”两周后，医院出具诊断书。万幸，平安无

事！这件事，白成云一直瞒着家人。

　　面对得知真相、极为伤心的妻子，白成云使出

浑身解数——— 道歉、解释、安慰。

　　他只有一个请求：这事儿千万别告诉爸妈，老

人年纪大了，别让他们担心……

稳如山

　　现场抓捕考验的是勇气，卧底侦查则更考验沉

着、冷静和细心。

　　2022年8月，襄城警方获悉：辖区一贩毒团伙在

某交友软件上通过备注昵称、表情对话等形式秘密

发展“朋友圈”，贩卖毒品并定期组织线下“毒趴”。

　　接到线索，白成云加班加点分析案情、梳理人

物关系、推演交易情形，从添加软件好友入手，顺藤

摸瓜成功打入贩毒团伙“朋友圈”。

　　要想抓毒品交易“现行”绝不容易：毒贩不停在

交友软件上发布不同“版本”的“毒趴”通知，想要抽

丝剥茧、去伪存真，就必须先参加“点对点”线下活

动取得毒贩信任。

　　此后十多天，白成云辗转襄阳及周边多地，

与毒贩线下接触甚至同吃同住。白成云神经时刻

处于紧绷状态，不敢休息，担心睡着了说梦话，实

在困得不行了，就找冷水冲脸、掐自己大腿。外围

配合侦查的同事也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白

成云身份暴露。

　　8月底，白成云得知毒贩要在襄阳某偏僻小区

组织“毒趴”后，向上级建议就在当天收网抓捕。

　　“毒趴”现场在单元楼4楼，行动当天下午，白成

云顶着酷热在暗处蹲守了3个多小时，直到确认犯

罪嫌疑人都已进入包围圈后，这才上楼。白成云一

边若无其事与其他人交流，一边紧盯周边情况，确

认无异样后，果断向同事发出抓捕信号。

　　白成云与同事齐心协作，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7名，查获毒品冰毒21克、海洛因17克、麻古63粒，缴

获毒资1.3万余元。

　　“那个月我瘦了11斤，可一看到犯罪嫌疑人落

网就觉得什么辛苦都值得了。”白成云笑着说，“想

办好案就要有与犯罪嫌疑人周旋到底的决心与耐

心，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

暖如阳

　　“走，咱们回家！”

　　看着拎着年货、要陪自己回家的白成云，社

区戒毒康复人员张某再也忍不住，抱着他失声痛

哭。发生在2020年元旦的这一幕，让白成云记忆

犹新。

　　张某早年因好奇吸毒误入歧途，多次被公安机

关查处，妻子与他离婚、亲友敬而远之。2019年5月，

张某强制隔离戒毒出所后，被责令接受社区康复3

年。面对戒毒康复管理和家庭困境，张某郁郁寡欢。

此时，白成云和社工走进张某生活，多次前往张某

家中嘘寒问暖。从拒绝沟通到慢慢接纳，一次次接

触中，张某内心“坚冰”被慢慢融化。

　　多方关怀帮扶下，张某办理了低保，重建了家

庭，并重新就业，日子越过越好。2023年1月，张某到

社区戒毒康复中心送上写有“帮教送温暖 关爱促

新生”锦旗，感谢禁毒民警和社工对他的真诚帮扶

和热情关怀。

　　在襄城区，像张某这样经过戒毒康复管理治疗

成功重返社会的戒毒康复人员自2018年以来共有

120余人。

　　2018年7月，襄城区人民政府出台推动建设社

区戒毒工作的相关规定，决定以襄城区公安分局禁

毒中队民警为基础工作人员，投资建设高规格社区

戒毒康复中心，打造“打、防、戒”社会禁毒工作

闭环。

　　白成云开始探索实践将禁毒工作推进到帮助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最后一公里”——— 积极推进“平

安关爱”行动，联合民政、妇联等部门不断完善涉毒

人员家庭关爱和社会救助协作机制；将戒毒康复举

措由日常管理向帮扶帮教、预防教育、禁毒宣传、就

业指导等领域全面延伸。

　　“关怀和支持，是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最大的动

力。”白成云认为。

　　

　　图① 白成云右手背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

　　图② 白成云组织开展禁毒宣传。

　　图③ 白成云对查获的毒品进行称量检查。

　　图④ 白成云与禁毒社工共同开展社区戒毒

康复帮教工作。

李陈璨 摄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刁敏圆

　　

　　“邻里之间发生纠纷，百姓往往争的是

一口气，要的是一个公平。”近日，在山东省

龙口市下丁家镇上孟家村，一场有关“法润

芝阳”诉源治理的培训课正在进行。

　　授课人名叫孙述超，眉毛黑而浓密，声

音很洪亮，说起话来铿锵有力，看起来并不

像60多岁的人。他曾在龙口市人民法院工

作，后因工作调整离开法院，去年，孙述超

从下丁家镇人大主席岗位上退休。如今，年

过六旬的孙述超有了“新身份”——— 龙口法

院“法润芝阳”诉源治理中心副主任。

　　作为一名“老司法”，孙述超对龙口法

院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从1991年到2001年，

这10年，我在龙口法院工作。”孙述超曾当

过羊岚法庭庭长，后来在城关法庭当书记。

　　“那时候年轻，有用不完的劲，别的法

官一年办30多起案子，我办127起。”孙述超

自豪地说，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他多次被评

为“办案能手”。

　　2001年，由于干部调整，他不舍地离开

了龙口法院，来到下丁家镇任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这一干就是22年。2022年2月13

日，他从下丁家镇人大主席的岗位上退了

下来。

　　退休之后做什么？“来龙口法院看一

看、转一转！”龙口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曲振

涛向孙述超发出了邀请。

　　“时隔多年后再回到龙口法院，感受到

法院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成果，颠覆了我对

法院的印象。”孙述超感叹。

　　“当时在法院干得很不错，走得也有点

突然，心里是不舍的。”孙述超说，“还没干

够就调走了，这次回来也算弥补了自己的

一个遗憾，也是一次圆梦。”

　　在曲振涛看来，孙述超不仅有10年的

法官办案经验，更有22年乡镇工作经验。

“干诉源治理工作，他再合适不过了。”曲振涛说。

　　“我在乡镇上工作这么多年，各个乡镇的干部都很熟悉，

将发挥好纽带作用，让诉源治理工作走深、走实。”对于再次进

入法院工作，孙述超有着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发挥余热，自己

也想干点事，为老百姓解忧。”

　　下丁家镇有20个村，8700户，1.5万人口，分为4个工作

片……孙述超是下丁家诉源治理工作站站长，说起下丁家镇

的情况，他如数家珍。

　　诉源治理怎么干？孙述超认为，选人很关键，“一步一个脚

印，抓铁有痕，人是第一生产力。”“首先自己的素质要高，才能

干好调解工作。”孙述超对20个村里推荐的60名调解员，逐一

对接和培训。他和调解员一起来到百姓身边，走进田间地头，

解决百姓之间的欠款、土地纠纷、拖欠子女抚养费等各式各样

的矛盾纠纷。“纠纷矛盾调好了，老百姓不用费时费力打官司，

省时省力又省时间。”孙述超说，除了老百姓受益，不少乡镇也

尝到了“甜头”。

　　有一次，孙述超为了一起纠纷来到河西马家村。村民多次

反映有一处垃圾处理场离居民区很近，异味很大。“我们协调

乡镇以及垃圾场方，一起协商解决办法。”孙述超来到现场实

地了解情况后，信心满满地对村民说，“我们有信心，也有决

心，把这件事解决好。”

　　“诉源治理法官来了后，帮我们村里调解了很多纠纷，整

个村风民风更加文明和谐。”下丁家镇河西马家村党支部书记

蒋学好一个劲夸赞法院的“法润芝阳”诉源治理工作，“这项工

作让百姓身边有了‘法律后盾’。”

　　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孙述超和诉源治理法官的身

影。用他的话说，“不干则已，干就干出个样来！”

　　为推广“法润芝阳”诉源治理工作，孙述超带领8个诉源治

理工作站站长到各个乡镇宣讲、化解棘手的矛盾纠纷。“来到

百姓身边，就想把矛盾纠纷化解于诉前。”孙述超认为，每一起

简单的纠纷背后，是一个个矛盾纠纷亟待解决的家庭。

　　孙述超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干一天像一天，以前在法

院干得很好，现在就干不好了？不能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

他说。

　　据了解，自2022年7月孙述超到“法润芝阳”诉源治理中心

工作以来，共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16件，成功调解129件，

调解成功率为41%；参加各镇街普法宣讲及培训活动189次。

　　如今，孙述超时而走进田间地头、化解矛盾纠纷，时而深

入校园、村居举办法治讲座，时而参与村居议事大会、提供法

律咨询，时而走进企业送上法律“及时雨”。在“法润芝阳”诉源

治理工作的道路上，他正忙着推动“好用、管用、顶用”的“法润

芝阳”小程序以及诉源治理模式让更多人知道、会用，让“法润

芝阳”更好地惠及百姓。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吴杰

　　

　　“法律素质过硬，办案严谨细致”“工作敬业，为

人亲和，我们年轻干警经常向她请教”“她讲授的法

治课生动有趣，孩子们收获良多”……这些都是周

围同事和朋友们对黎佳的评价。

　　今年34岁的黎佳，现任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二部副主任、一级检察官。她曾荣获重庆最

美禁毒志愿者、重庆市青年岗位能手、重庆市第二

届未检业务竞赛标兵称号。2023年4月，黎佳荣获第

三届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称号。

　　从检12年，黎佳将奋斗的青春融入“检察蓝”，

勤学善思、能动履职，在勇于挑战和超越自我过

程中，逐渐成长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

标兵”。

助折翼“天使”重新飞翔

　　“每一个犯罪未成年人，都是父母心中难言的

折翼‘天使’。”黎佳表示，办案不能“一结了之”，要

多元帮扶。

　　2022年3月，未成年人小江为获取非法利益，明

知他人利用银行卡收取、转移犯罪资金，仍然将自

己的多张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收取诈骗所得5

万元。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小江因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移送至检察机关起诉，由黎佳负责

办理。

　　通过社会调查，黎佳发现，小江初中毕业后就

居家待业，因法律意识淡薄、受利益诱惑，导致此次

犯罪的发生。鉴于小江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良

好，大足区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在不起诉决定宣布仪式上，黎佳既对小江进行

了严肃的普法教育，还从亲情关爱、行为矫正、督促

学法等方面对其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目前，我不仅学会了洗车，还能够做一些简单

的汽车零部件维护。”在黎佳的联系和引导下，小江

顺利应聘到某汽修公司工作。

　　作为“莎姐”检察官，黎佳将精准帮教贯穿办案

始终，帮教罪错未成年人109人次，其中开展附条件

不起诉、微罪不起诉帮教促进涉案未成年人回归社

会35人，两人考上大学。

坚持普法为犯罪“做减法”

　　“我，还有未来吗？”几年前，黎佳初次在看守所

见到因涉嫌抢劫罪而身陷囹圄的小东时，他悲观的

语气令人感到心痛。

　　“如果孩子们能少走一些弯路，没有受到坏人

的侵蚀，他们的未来或许就会不一样。”黎佳说。

　　很长一段时间，黎佳都在为这个问题苦恼。直

到一位老检察官对她说“为普法做加法，就是为犯

罪做减法”，让她豁然开朗。

　　于是，黎佳当起了普法志愿者。平时办案忙，黎

佳就下班熬夜制作课件。在学校开展普法课堂时，

她会提前向老师了解本校学生的大致情况，然后有

侧重地调整法治课的讲授内容。

　　有一次，黎佳到三驱镇一所小学上法治课。课

前，她向孩子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只有一个女孩流

利地给出了正确答案。课后小女孩高兴地找到黎

佳，说自己曾在半年前听过她的课。这件事让她深

受鼓舞，也坚定了持续送法进校园的决心。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减少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是黎佳做志愿服务的初衷，她也在不断创新，试图

探索更有效的普法模式。她先后参与制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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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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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三思”成就标兵

　　“身上的文身哪里来的？你是未成年人，老板没

有提醒过你吗？”

　　“就在街上某文身店，给钱就行，不管年龄。”

　　……

　　2023年2月，在办理唐某寻衅滋事案件时，其手

臂的文身引起黎佳的注意。面对唐某透露的“文身

店乱象”，黎佳担忧，这是个例还是已成为大足区文

身行业的默认“行规”？

　　梳理相关案件后，多名涉罪未成年人身上的

大面积文身坐实了黎佳的猜测，通过进一步实地

摸排，她发现，大足区多家文身店存在未在店铺

显著位置标明禁止未成年人文身标志、未核实未

成 年 人 身 份 证 就 提 供 服 务、无 证 清 洗 文 身 等

问题。

　　对此，黎佳立刻向相关行政部门送达检察建

议，建议其规范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开展专项检查

督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

门出动20余人次，对城区及乡镇7家文身店逐一开

展检查，督促全部文身店完善经营规范。

　　“已在醒目位置粘贴‘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

服务’标语，并建立了文身台账登记制度。”在检察

机关开展的“回头看”中，辖区文身店负责人纷纷交

出了合格的“答卷”。

　　此外，黎佳及同事还以“拒绝文身、从我做起”

为主题，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普及学生3000余人。

　　该案也正是黎佳及同事根据多年办案经验总

结出的“三思”工作法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谓“三思”工作法，即由个案办理思考类案经

验，由碎片化学习思考系统知识，由履行司法保护

思考推动社会治理。

　　2021年以来，黎佳及同事将积累总结的“三思”

工作法融入办案中，共办理了221起案件，发出12份

检察建议，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积累了丰富的办案

经验，更为参赛荣获全国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荣

誉提供了诸多素材。

  图① 黎佳到辖区乡村学校开展普法活动。

  图② 黎佳在审阅案卷。

大足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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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孙述超(右一)在东莱街道社区南片协商调解工作

室相关事宜。

  图② 孙述超（右二）等人就怡园南区房屋漏水纠纷进行

调解。

龙口市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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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成云：十三载“刀尖起舞”
只为“天下无毒”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周胤伍

　　

　　白成云从警 ，多少有点“命中注

定”——— 父亲是湖北省襄阳市刑侦专家，姐

姐、姐夫也都是警察。耳濡目染之下，他从

小就怀揣着一个“警察梦”。

　　1997年警校毕业，白成云如愿加入襄

阳警队，在交管、派出所、经侦等多个岗位

历练。2010年1月，白成云被选拔加入襄阳

市公安局襄城区分局新组建的禁毒中队，

开启“刀尖舞者”生涯，并逐步成长为襄城

区公安分局禁毒中队中队长。

　　13年来，白成云直接参与侦破涉毒案

件500余起，打击处理涉毒犯罪嫌疑人600

余人，缴获各类毒品30余千克，荣立个人三

等功1次，获得个人嘉奖8次，获得湖北省

“禁毒工作先进个人”、襄阳市“最美禁毒

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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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佳：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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