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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曹钰华 王鹏飞

　　

　　9月初，一个原本身在幕后的图侦民警因与犯罪嫌

疑人一次短兵相接而走红网络，刷屏微信朋友圈。一时

间，“刀疤英雄”成了他的新“外号”。这位伤口缝了12针

的民警就是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

中队指导员卫成。

　　此前，通州警方发现辖区内一人面部特征与

2007年9月发生在安徽蚌埠的一起杀人碎尸案其中

一名犯罪嫌疑人安某有一定相似度。经深度研判，初

步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为进一步确定其身份，

通州警方组织民警前往实地化装侦查，卫成就是其

中一名。

　　就在卫成与同事准备前往犯罪嫌疑人所在小区落

脚的楼栋侦查时，在车库门口遭遇疑似安某的男子，就

在双方逐渐接近时，该男子突然警觉并往车库内退去，

卫成和同事紧随其后，这时，男子突然从车库内小隔间

掏出一把厨刀直接捅向卫成咽喉部位。尽管卫成及时

闪躲，锋利的刀尖仍从他右侧下巴处划过，涌出的鲜血

瞬间浸透了衣襟。

　　趁着该男子缩手之际，卫成立即箭步上前，控制住

男子持刀的右手，顺势发力将其顶在墙角，同行的同事

迅速上前夺下男子手中刀具并呼叫增援，最终将其抓

获。经查，该男子被警方认定为潜逃16年的杀人碎尸命

案逃犯安某。事发后，卫成立即被同事送往通州区人民

医院救治，经检查，伤口位于右侧面部下方，长度约5厘

米，缝合12针，最深处的一根血管被割断，伤口离颈动

脉仅有两厘米，被认定为轻伤二级。

　　卫成2014年进入警察队伍，从基层办案中队转战

刑警大队，再到从事重案侦查，不论是在台前还是幕

后，卫成始终坚守老一辈刑侦专家见疑不放、不破不休

的精神。从警9年来，卫成始终战斗在与犯罪嫌疑人

斗智斗勇的第一线，侦查、研判、抓捕、办案样样得心

应手，坚持在边学边研中不断提升侦查技能，先后参与

侦破刑事案件1000余起，其中大要案件40起，亲手力擒

凶犯36名。

　　2019年，卫成参与破获了23万元特大盗窃案；2020

年，他抓获了流窜盗窃30余起的犯罪嫌疑人葛某；2021

年，他冒着疫情感染的风险抓获15年在逃抢劫犯朱

某……日常工作中，卫成总是一心扑在快侦快破民生

案件上，并主动学习新技术、探索新科技，以求快速锁

定犯罪嫌疑人，多破快破民生案件。

　　特别是2019年转战合成侦查中心图侦岗位，卫成

成为一名按图索骥的图侦人。他每天在纷繁的录像中

甄别、检索犯罪分子的踪迹，他享受着发现嫌疑线索的

喜悦、着迷于追踪嫌疑人员轨迹的快乐。在新的侦查岗

位上，他四年间从普通民警逐步成长为图侦队长，破获

的案件也从几起积累到近千起。掌握了图侦手段的他，

更是将图侦融会贯通到追逃工作中，使全局的追逃工

作如虎添翼。

　　2020年8月15日19时40分，通州公安接到报警，受

害人吴女士在通州区金沙镇某小区车库内被一男子

持刀抢劫。接到报警后，通州公安立即赶赴现场开展现

场勘查、调查走访等工作。卫成迅速开展视频追踪，案

发后不到半小时就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并成功锁定

搜寻范围，于当日22时30分左右在某便利店内将犯罪

嫌上人盛某云成功抓获归案。从案发到嫌疑人抓获归

案，前后历时不到3小时，自此卫成成了同事们眼中的

“图侦高手”。

　　大要案件不是常态，图侦工作主要方向还是传统

侵财案件研判，卫成决心尝试用数据建模去解决现实

难题。2021年，卫成在上级刑侦部门建模比武中，针

对未成年人流窜盗窃店面房案件牵头组建技术团队

开展建模攻坚，不仅取得显著成效，还夺得比武第二名

的好成绩。

　　2022年，卫成参加南通市公安机关青年创新大

赛，他总结其日常对于传统侵财案件的研究，搭建的

传统侵财刑嫌人员作案分析预警模型获得金点子类

铜奖。

  图① 卫成（右）带领辅警查找监控设施。

  图② 卫成（左）指导辅警开展工作。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周芮 毕妍妍

　　

　　“这些年，我从未想过离开，因为我愿意

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天平。”她就是

孙素静，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

法庭庭长

　　30年间，孙素静从书记员到审判员，从庭长

助理到庭长，一路走来，她始终初心不改，用真

情让基层老百姓触摸到了法律的温度，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业绩。

　　孙素静多次获评县级、市级和省级先进

工作者，被评为省“巾帼建功标兵”，被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三等功”三次，被浙

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荣记“个人二等功”两次，

并被评为“全国法院系统办案标兵”。

坚守，用公正诠释忠诚

　　“我想，既然选择了法官职业，就是选择

了公正与坚守。只有怀揣一份责任感和使命

感，才能真正担负起为法治事业奋斗终生的

神圣使命！”孙素静深知，公正是法治的生命

线，是法官的第一良知。

　　在孙素静经手的每一起案件中，她都以

公平公正为底色，不因案件大小而畸轻畸重，

不因当事人的亲疏而有所偏私，更不因案件

疑难复杂而草率结案。

　　在一起交通事故案件中，一个姑娘驾驶电

动自行车在未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突然摔倒在

地，致颅脑严重损伤，落下严重伤残。姑娘对事

发时在场的一名轿车车主提起诉讼，而轿车车

主却一再强调其在现场是出于好心帮助姑娘，

事故责任也因无目击证人而无法认定。

　　案件陷入僵局。为了查清真相，孙素静先

是向交警大队调取了有关该起事故的全部案

卷，后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然后在一辆途

经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中发现了端倪。

　　虽然画面一闪而过，但行车记录仪中涉事

车辆所停位置与被告在笔录中所述位置完全不同，针

对此疑点，她多次询问轿车车主，车主不能自圆其说。

　　原来事发当时，轿车车主在斑马线上违法停车，

姑娘骑电瓶车经过时也未能及时发现，结果避让不

及导致倒地受伤。孙素静遂判决轿车车主对姑娘承

担50%的责任。

　　正是以公正为底色，她对经手的每一起案件都

抽丝剥茧、明察秋毫，让老百姓从内心感受到公平正

义，也诠释了她对法治事业的忠诚。

为民，用真心贴近百姓

　　“作为一名农家子弟，我

们更应当深怀一颗为民之

心，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可能

就打一个官司，对他们心情

一定要多理解，多站在他们

角度想问题……”孙素静深

知，如果想真正处理好一起

民事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人

和，就必须用“心”去解决，否

则，不但不能解决纠纷，可能

还会激化矛盾。

　　因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

名男子不幸离世，而在由谁

来保管孩子的赔偿款这个问

题上，家里发生了分歧。老母

亲担心儿媳拿着孙子的赔偿

款带着孙子逃之夭夭，儿媳

则认为孩子是由自己抚养，

属于孩子的份额自然由自己保管。婆媳互不相

让，诉至法院。

　　接手案件后，孙素静认为，案子本身其实

并不复杂，但是牵扯到亲情关系，并非简单几

段法条就能定分止争。而如何平衡好法理与人

情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双方当事人对案件处理

结果都能满意，就成了摆在孙素静面前的一道

难题。为此，她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也

在谈话中察觉到，双方争议的出发点其实都是

为了保护孩子。以孩子为突破点，孙素静给婆

媳俩开出了一剂良药，建议双方用所有的赔偿

款以孩子的名义去购置一套房产，最终双方握

手言和。

　　结案并非孙素静追求的唯一目标，如何利

用好法官的职能，通过法理与情理的平衡实质

性化解纠纷，修复好纠纷背后一道道情感裂

痕，才是她职业生涯的追求所在。

感化，用大爱唤醒少年

　　“我也是一个母亲，每每看着那些犯错

的孩子，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未成年人犯罪

背后有很多社会因素，我总想为他们做点儿

什么……”曾担任过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

庭庭长的孙素静，每当提起那段时光，想起

一个个跌入泥潭的孩子，她的内心充满惋惜

和忧虑。

　　如何阻止孩子们滑向深渊是孙素静经常

思考的问题，而她也在实践中渐渐摸索出一些

经验：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还有挽救的机

会，所以涉少审判的关键在于“感化”。

　　在一起多名少年参与的寻衅滋事案件

中，少年小伟引起了孙素静的关注。这个孩

子很内向，且孙素静自始至终就未见到过小

伟的父母，这让孙素静觉得很诧异。深入了

解后得知，小伟的父母在外地打工，独留小

伟一人在家，对小伟的生活也是不闻不问，

缺少父母关爱的小伟只好将全部寄托都转

移到一帮混社会的朋友身上，这才有了这次

的寻衅滋事。

　　了解情况后，孙素静当即联合县妇联为小伟

指定了一名“爱心妈妈”在庭审中充当父母的角

色，减轻小伟庭审时的紧张；后来小伟出狱时，孙

素静和“爱心妈妈”一起到看守所门口接小伟，为

小伟购置了手机及生活用品，还给他介绍了

工作。

　　小伟在看守所门口哽咽了，“两位阿姨对我太好

了，我以后一定好好的，绝不辜负你们的一片心。”孙

素静正是以这样的一份爱为迷途少年点亮了一盏盏

明灯，照亮了他们的人生方向。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李俊，现任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第四

大队教导员。参加过联合国维和行动，获颁联合国和

平勋章、东帝汶总统团结勋章、公安部维和勋章。

　　8月初，李俊带领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全链条侦破打

击倒卖车船票案件，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再添

战果，为全市各级治安部门提供了案件侦办样板。

　　从案件研判开始，李俊“胃”疼直到带队完成抓

捕行动，他被送去医院时阑尾已严重化脓，医生决定

立即手术。《法治日报》记者见到李俊时，是他术后第

六天，已经在单位忙案件的后续工作。他脸色不太

好，但毫无病态，人很开朗健谈。

　　问他，疼了很多天，怎么没想到是阑尾炎犯了，他

说：“因为作息不规律，经常胃疼，这次也以为是胃疼。”

　　记者了解到，这次的倒卖船票案，是行动大队第

一起全链条侦办案件。此次抓捕行动，无疑是“摸着

石头过河”。

　　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李俊向领导承诺保证

完成任务，私底下却把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

　　8月5日、6日，李俊和平常周末一样，依然到单位

加班，他研判线索，摸清案件脉络和团伙框架。

　　8月7日上午，李俊统一布置完三个行动小组的

收网工作，同时针对案件中需要注意的各项问题重

点做出细心的安排。

　　“周一上班就接到了收网的消息，非常惊讶，”行

动大队廖锐说，部署行动方案，从总案情介绍到一人

一档剖析，李俊教导员讲解得非常细致，原来周末两

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8月7日19时，李俊带领谢鸿翔、廖锐、吴靖等驱车

3个多小时赶往漳州市东山县，抓捕主犯。行驶途中，

李俊多次按着肚子，大家让他休息，李俊只说是老毛

病了，过一会儿就好了。

　　当天22时到达东山县后，李俊与属地公安部门

对接抓捕行动；23时开展踩点工作。因两名犯罪嫌疑

人没有居住在一起，相隔较远，他不顾大家的阻拦，

忍着腹痛对两个住处都进行了踩点。

　　8月8日6时，李俊带领大家开展抓捕行动，两名犯

罪嫌疑人到案后，李俊组织各抓捕组开展现场突审，

李俊亲自对犯罪嫌疑人开展讯问。其间，大家发现李

俊多次用手揉按腹部，都询问他需不需要休息，但是

李俊只是摇摇头说工作要紧。

　　回到厦门以后，李俊忍着腹痛立即带领大家开

展审讯做笔录、提取物证、给犯罪嫌疑人体检等工

作，一直坚持到了8月9日凌晨3时。

　　廖锐说，抓捕时，他们与当地警方会合后，顺利

进入犯罪嫌疑人家里，及时掌握了犯罪证据，进去后

李俊就和犯罪嫌疑人父母坐在客厅，给两位老人家

做安抚工作，告诉他们不要紧张。  

　　审讯时，主犯很紧张，他常年憋在屋子里与电脑

为伴，外面30多摄氏度的高温，他穿着长袖外套一直

喊冷，李俊带他进了讯问室后，没有着急讯问案情，

而是先和他聊起了游戏，聊着聊着，犯罪嫌疑人的心

理防线全部打开，讯问也变得非常顺利。

　　8月9日，李俊的妻子生病在家，他担心被传染影响

后续工作，他喊组员们回家休整，自己就待在单位。第

二天上午，他完成案件后续收尾工作，还坚持涉案财务

审计。8月10日下午，李俊在单位研究“市县主战改革”

三级案件管辖分工时，因腹痛难忍被送去了医院。

　　到医院以后，医生检查发现李俊的阑尾已经化

脓很严重，并且出现粘连。“这个应该很痛，怎么才

来？”医生问道。李俊只是笑笑说自己比较能忍痛。这

一刻，大家才知道，这几天李俊竟然忍着这样的剧痛

跟着大家一起战斗。

　　李俊的妻子是监管支队女子中队的一名监管民

警。双警家庭背景下，李俊的女儿从小就很独立。得

知爸爸阑尾炎需要住院手术的时候，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终于有时间好好休息了”。因为在她的印象

里，爸爸很少休假，这样能整天都和自己待在一起的

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李俊从普通民警到中队长、教导员，都在行动大

队。同事评价他，“对工作考虑周到，是个令人放心的

搭档。”

　　李俊外表嘻嘻哈哈、憨厚风趣，内心却非常细

腻。工作上，他追求完美，执行力很强，业务和思想学

习都抓得紧，实打实开展。

　　李俊有很强的语言天赋，他熟练掌握英语、印尼

语、柬埔寨语、粤语等近十种语言，甚至连客家话、湖

南话、河南话等多地方言也能随时来上两句。强大的

语言天赋令他在外出执行任务时很容易和当地人打

成一片。除了有助于开展工作，更让李俊成为大队中

的“调和剂”“黏合剂”。

　　医生要求李俊住院一周、休息两周，但是他只住

院四天就出院了，他说“案件复杂，工作量很大，放心

不下”。

李俊：完成抓捕审讯立即手术

  图为孙素静在查阅卷宗。 象山县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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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抓捕前，李俊（左）和同事认真研判分析案件。

  图② 李俊（中）在部署现场抓捕工作。

  图③ 李俊（右）在审讯犯罪嫌疑人。

厦门市公安局供图  

卫成：“刀疤英雄”变身图侦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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