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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戴好栽绒帽，背上小挎包，一人独自穿行在大山里

检查铁路线路安全隐患，守护每一趟列车平安通过，这

是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焉耆站派出所和

静警务区民警沈发德的日常工作写照。

　　从1989年9月，24岁的沈发德入职乌斯特警务区算

起，崎岖的天山路，他已经走了35年。今年是他的最后一

个春运，待冬天过去，年届六旬的他，就要与这个奉献

了一辈子青春的地方告别。

　　35年间，沈发德对于警务区管辖的163 .345公里

铁路沿线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再熟悉不过，那些蜿

蜒曲折盘旋在大山峡谷里的铁路线更像是烙印一般刻

在老沈的心头。

　　山路蜿蜒，盘山而行，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手

机时不时地就断了信号，在山路上盘旋一个多小时才

到达第一个回访的牧民家。

　　“前面路边的那个蒙古包就是雅合甫家，他家养着

27峰骆驼，雅合甫前段时间住院了，现在是儿子牙力昆

在喂养骆驼。”沈发德对《法治日报》记者说。铁路附近

牧民谁家有多少牛羊，距离铁路多远，具体的公里数是

多少，哪一家是什么情况，他都如数家珍。

　　隆冬的清晨，山中寒风凛冽，将警车停靠在安全地

带后，沈发德沿着线路边狭窄的步道攀爬上山，穿行在

熟悉的山间小路，左查右看，留意铁路线路周围的情

况，查看防护网有没有破损，防畜网边上有没有放牧的

牛羊……碰到松动的栏杆，他蹲下徒手修理，攀爬近50

度的陡坡有些吃力，手脚并用爬上去，拍完衣服上的

土，继续向前巡逻。

　　海拔从低到高，驱车到达乌斯特车站已是3470米，

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沈发德对铁路设施逐一认真

检查。

　　看着一排排早已破败的平房，不禁勾起了沈发德

刚从警时的回忆。

　　乌斯特车站海拔高、地势险、气温低，一眼望去四

周荒无人烟，只有高山草场。

　　沈发德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形：当年，他

和同样年轻的小伙子们挤在平房的大通铺上，冬天室

内温度都在零下，呼吸带着哈气。每天他至少走3万步

巡查线路安全，两年磨破了9双鞋。

　　谁也想不到，他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35年。

　　2014年，随着南疆铁路吐库二线通车，铁路改线，乌

斯特车站停用，沈发德也被调到山下的焉耆站派出所

和静警务区，工作区段仍然在和静至乌斯特间的大

山里。

　　“车站虽然停用了，但是要时不时来看看，防止不

法分子偷盗铁路设施。”“部分区段线路还在使用，要是

检查不到位，发生问题可不得了。”沈发德解释。

　　在大山里的35年间，163.345公里的铁路线路沈发德

巡查了近7000遍，步巡里数达114万多公里。当地的村民

都说，“他是这里的‘活地图’”。

　　要想成为“活地图”，首先心中要有张地图。

　　简单的线条，密集排列的小字，规律标注的线路公

里数……一份由4张A4纸拼贴而成的手绘“线路治安地

图”，就这样承载着和静警务区铁路沿线辖区的每一户

牧民的民情、每一个无人看守道口、每一个施工队甚至

每一处涵洞、每一段需要重点关注区段。

　　刚到警务区时，工作很难开展，发生多起牛羊上铁

路线路逼停火车事件。常常刚宣传完，转过头，牛羊又

跑到铁路边上……

　　这种状况令沈发德感到“不安”。“毕竟辖区线路大

部分没有防护网，呈开放状态，很容易发生牛羊侵占铁

路线路情况，靠我一个人一双脚两只眼很难照管到

位。”沈发德解释，“只有依靠在线路附近的牧民，才能

护好铁路治安。”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和牧民们交

朋友。

　　线路治安地图，也就从这时起笔。

　　为了开展铁路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沈发德拿着大

喇叭在村民聚集地、铁路道口旁一遍遍喊，还亲手绘制

简单易懂的宣传连环画，复印后一张张贴到村口，贴在

蒙古包上。

　　在民风淳朴的山区，“笨方法”却往往能借来“巧劲儿”。

　　35年来，沈发德共协助1500万头大型牲畜转场，开

展17000余场爱路护路宣传，发放130余万份安全宣传资

料，签订16800余份《铁路安全协议》。

　　工作之余，沈发德就到村里和村民聊聊家常。他对

记者说：“和牧民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在沟通的同

时开展铁路安全宣传教育。”听闻有不方便下山采买补

给的牧民，他会主动帮忙带一些蔬菜，送患急症的村民

去卫生所……渐渐地，他成了牧民的贴心人，牧民发现

危及铁路安全的情况总会第一时间报告给老沈。

　　说话间，沈发德接到电话，胡斯台区段有人放羊还

不听“义务护路员”才次克的劝解，双方吵起来了。

　　赶到现场，他发现是山那边阿拉沟村58岁的老太太

银花带着儿子在铁路边放羊。由于最近连续大雪，山那

边海拔高，草场被雪盖得严严实实，家里马上又要接生

羊羔，银花想把夏季青储的好草料留给母羊，就赶着羊

翻过几座大山来到胡斯台放牧。

　　“铁路边草多，羊不吃草吃什么呢？”银花委屈

地说。

　　“法律有明确规定，禁止在铁路线路两侧20米内或

者铁路防护林地内放牧……”沈发德先向银花普法，讲

明利害，随后又宽慰银花：“你的困难我也理解，我现在

帮你解决。”边说边打起电话，几个电话后，青储草料联

系上了，银花母子也主动向才次克承认了错误。

　　“正是百姓支持我、理解我，我才能守护好来来往

往的列车，才对得起肩负的责任。”沈发德笑着说。

　　在大山里的35年间，沈发德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

次，荣获全国铁路公安机关优秀线路民警、“优秀共产

党员”等多项称号，摞起的荣誉证书有1米多高，还去北

京参加过表彰大会。

　　从年轻小伙到花甲之年，老沈将一辈子奉献给了

铁路公安事业，也见证了铁路的改革和发展，他就像守

护着的这座大山，表面荒凉沉寂，但内心却蕴藏着巨大

的能量。

　　

　　图① 沈发德向铁路沿线周边牧民群众开展铁路

安全知识宣传教育。

  图② 沈发德正在检查简易铁道防护网完好情况。

库尔勒铁路公安处供图    

□　本报记者 韩宇

　　

　　一滴血液、一缕毛发，在他们眼中都是破译

“死亡密码”的钥匙，是打开通往真相的暗格。在寂

静中寻找答案，追溯事件的来龙去脉，让藏匿的罪

证浮出水面。“至重惟人命，最难却是医”，而法医

更是面对着无数个无声的现场和逝去的生命。

　　为死者言，为生者权。

　　对于所有法医而言，这句话是一种职业信仰。

　　简陋的楼道，昏黄的灯光，随着“嘎吱”一声作

响，房门被打开，尸腐的味道夺门而出，率先进入

现场的民警们胸口与咽喉间不住地阵阵翻涌，地

面上，一具男尸已经变形——— 这是10年前，辽宁省

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警大队法医庞宜婧初到

工作岗位后第一次出警遇到的现场。

　　一副手套一个口罩，没有防毒面具没有防护

服，在场的同事都为这名刚刚穿上白大褂的“黄毛

丫头”捏了一把汗。查看了现场环境之后，她时而

站立时而俯身进行拍照，观察尸斑、尸僵以及腐败

的程度，最后蹲在了尸体前，侧身从勘查箱中拿出

镊子、放大镜、试管以及证物袋等工具，寻找可能

存在的伤痕点，小心翼翼地提取血液、体液以及残

留物，结合气候和室内环境给出综合判断。随着时

针滴答滴答向前，死者生前受侵害的可能性逐步

被排除，真相也在逐步走近———“死者生前没有受

到侵害的迹象，基本可以排除他杀可能”。就在所

有人都屏息凝视的时候，庞宜婧坚定地回答打破

寂静。

　　“结论一致。”经过侦查员对相关人员的调查

取证，真相的拼图最终得到了呈现。

　　师父决定让徒弟一个人拎着勘查箱出门的那

天，才是法医生涯真正的开始。对于法医来说，走

出第一步永远都是这么纠结，但必须有这么一天。

可是现场并不都是这样寂静无声。

　　2023年5月，一名年轻女孩跳楼轻生，死者家

属情绪非常激动，谁能接受得了刚刚年满20岁的

少女，放弃了未来舍弃了生命。法医能做的，除了

配合现场民警安抚家属的情绪，就是让死者的家

属相信自己，等待真相。

　　庞宜婧看着眼前的少女，屏息凝神，俯身开始

了自己的工作。现场家属的哭喊声并没有影响她

的专注，身上的衣服，肢体上的灰尘，甚至每一处

擦伤与划痕，这是属于法医和死者间的无声交流。

没有被侵害迹象，但如何能让死者家属确信自己

的判断？她望向少女家窗口的方向，对着敞开的窗

子思考。身后的同事焦急地等待着她转过身走向

他们，因为这10年的密切合作，每一次她都会为大

家提供指引。可这一次，还没等同事们缓过神，她

快速整理了勘查箱，直奔少女居住的5楼房间卧

室，翻到窗台外，在灯光中寻找痕迹，来佐证自己

的判断。“意外坠楼”——— 终于，她擦拭着汗水，轻

声说道。

　　伴随着死者家属的哭声，同步开展走访的侦

查员带回了消息，通过对面楼顶一处监控还原了

现场，印证了庞宜婧的结论。

　　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不为鲜花，不为功名，给

生者安慰，让逝者安魂。

　　当然，得到印证的除了法医的结论，还有犯罪

嫌疑人的如实供述。栈道下藏匿的行李箱中，半截

车票上的指纹，锁定了幕后凶手的身份；双眼球睑

结膜有少量点状出血点与颈部皮肤上的少许青紫

色，一起描述了死者生前被他人扼颈致机械性窒

息死亡的不幸遭遇。现如今，法医这个职业仍戴着

一层“神秘的面纱”，用专业和科学破译“死亡密

码”，以正义之名还原事件真相。

　　10年前庞宜婧毕业成为法医的那一天，也有

着同样的想法。“从小我有个梦想，既想当医生，救

人于危难；又想做警察，执手扬正义，两者结合到

一起就是法医了，这个职业充满神秘色彩，具有挑

战性，富有使命感。”她说。

　　法医界鼻祖宋慈编写的《洗冤集录》篇首中，

这样描述负责当时“法医”的作用：“事大莫于人

命，罪大莫于死刑，杀人者抵法故无恕，施刑失当

心则难安，故成指定狱全凭死伤检验，倘检验不

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杀两

命数命，仇报相循惨何底止。”

　　死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

法医，就是揭示它们的那个人。“看到死者家属的

心结被解开，看到犯罪嫌疑人的伪装被拆穿，付出

再多都值得。”庞宜婧说。

庞宜婧：每一处痕迹都是破译命案的“密码”

□　本报记者 张驰 范瑞恒 文/图

　　

　　“今年是我从事铁路公安工作以来的第四十个春

运，我一定完成好本职工作，为自己的警营生涯画上圆

满的句号。”在北京铁路公安局天津公安处唐山南站派

出所春运动员大会上，59岁的民警董益增递交了值乘

春运临客列车的请愿书。

　　为保障2024年春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

加开多趟临客列车，唐山南站派出所负责包保值乘北

京站至泰州站的T3215/8/7/6次列车，在董益增的多次

请求下，他如愿参与此次值乘。

　　冬执勤服和警便帽、乘警袖标、单警装备、满电的

执法记录仪……董益增提前一周就做好了上车准备，

这一次值乘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这算是我跟‘老伙计’的最后一次告别吧。”站在

火车站台上，董益增略带伤感地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从“绿皮”到“特快”到“动车”再到“高铁”，每一种车型

我都值乘过。

　　“保管好财物、注意行李、小心诈骗。”2月3日，董益

增从车头到车尾巡视车厢，检查行李架、消防设备等重

点部位，同时开展法治宣传，解决来自旅客的各种问

题。一趟下来，董益增要走四千多步，常常累得满头大

汗。“工作做在前，才能确保列车安全、旅客安心。”他笑

着说。

　　列车运行途中，一位老人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在泰

州站乘车，董益增看到后主动上前，帮助其寻找座位、

放置行李。“车上人多一定看好孩子，有什么需要就联

系我。”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董益增叮嘱着。

　　40年的工作经验炼就董益增“火眼金睛”：“不管车

上车下的人和事，基本上我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

　　2月4日的T3217列车上，董益增在10号车厢看到一

位身穿灰色睡衣的老年旅客在卫生间外风挡拐角处发

呆。“啥难事都会过去，想开点。”他拍拍老人的肩膀劝

慰，“风挡处太冷，还是去座位处休息吧。”

　　深入攀谈得知，这位老人姓邓，多年前入狱服刑，

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准备与在天津打工的女儿团聚

过年，可电话无论如何也打不通，心里不免伤感。

　　输入手机号码，一遍遍拨打邓某女儿的电话，

一个小时后终于拨通。董益增亮明身份并将邓某的

情况告知其女儿，说明列车到达时间及具体车站。

看着泪眼婆娑的邓某，董益增安抚：“安心生活，尽

快回归社会。”

　　除了丰富的值乘经验，董益增对破案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此前，唐山

南站派出所接到一起货场内故意伤害案件，货主被人开车撞伤送医院抢救。

董益增与同事赶赴现场调查，走访多名证人，提取多个案件细节，通过比对

确定犯罪证据，最终顺利破案。

　　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董益增自学各种法律知识，先后主办协

办各类案件千余起。

  如今的老董，常常带着新警跑现场、走社区、办案子，帮助他们了解社

情，快速适应岗位。

　　2月9日除夕夜，董益增照例在单位值班，尽心守护着铁路安全和旅客

归途。“这是铁路警察的工作常态。”他说，“谁不想回家过个团圆年，可是

工作总要有人来做，平安总要有人来守。在基层工作，做任何事情都要对

得起信任咱们的群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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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董益增在列车上巡视，提示旅客旅途中注意保管好行李物品。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见习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姚鹏鹏

　　

　　1月15日，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长岗岭

站派出所的民警们走进铁路沿线的那舅小学，给

该校学生们上了一堂放寒假前的铁路交通安全教

育课。本次安全教育课的主讲人除了长岗岭站派

出所民警，还有两名“火车迷”。

　　“‘火车迷’是指对火车和铁道持有浓厚兴趣

的业余或专业爱好者。他们喜爱火车本身，会参与

到火车摄影、收集相关物品或者亲身体验乘坐火

车等各种活动中。”长岗岭站派出所民警王金向

《法治日报》记者介绍。

　　长岗岭站派出所是一个纯铁路线路所，管辖

线路中有一部分位于市区内。近年来，网络短视频

发展迅速，王金在办理案件时发现，有许多“火车

迷”经常到铁路线路旁拍摄火车，有些为了拍摄震

撼的火车行驶照片和视频吸引流量，甚至站在铁

轨中间、钻到列车底部进行拍摄，给铁路正常运输

安全造成了影响。

　　处罚不是目的，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何推

动对“火车迷”的管控从事后处罚向事先预防转

变？让“火车迷”变为“爱路护路志愿者”，这是王金

在探索解决线路治安安全风险控制问题中给出的

答案。

　　王金以鼠标当“武器”，把网络作“战场”，通过

在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浏览“火车迷”在辖区拍

摄的视频，逐渐掌握了部分“火车迷”违法拍摄视频

的线索，随后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询问和约谈，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处罚或者

批评教育，同时进行铁路交通安全知识普法宣传。

　　今年16岁的小甘是一名十足的“火车迷”。去

年7月，他在拍摄火车时，因一直找不到满意的拍

摄视角，大胆决定钻入列车底部进行拍摄。王金在

网上浏览视频发现后，带着小甘和其母亲再次来

到现场进行普法教育，让其意识到钻车底拍摄火

车行为的危险。第二天，小甘给王金写来了感谢

信，他在信中提到，感谢王金的谆谆教诲，这种处

理教育方式让他感受到了人民警察有温度的执法

教育，还说要加入宣传铁路安全活动中，利用其拍

摄的视频作品宣传铁路爱路护路知识。

　　渐渐地，王金与许多“火车迷”熟知并成为好

友。在他们的推荐下，王金还加入了各类“火车迷”

群。在群里，王金定期发布与铁路相关的普法知

识，同时组织有奖问答，详细剖析了各类危害铁路

安全的行为，以及将会造成的现实危害和严重后

果。通过在群里发布的一篇篇“小通报”“小表扬”，

一次次“小提醒”“小点赞”，王金将铁路安全知识

根植在每一位群成员心中，以小见大，唤起“火车

迷”群体的爱路护路热情。随着越来越多的“火车

迷”成为“爱路护路志愿者”，她还多次组织“火车

迷”参加“爱路护路志愿者”活动，进校、进村、进户

进行铁路法治宣传活动。

　　南宁市市民钟旭豪从小在铁路线旁长大，从

12岁拥有第一部相机就开始拍火车，至今已有15

年。1月15日，在那舅小学的铁路交通安全教育课

上，钟旭豪利用其拍摄的视频作品以及讲解平常

拍摄火车过程中看到的不文明、不安全行为，向小

学生们宣传铁路爱路护路知识。

　　“去年看到王警官经常在群里发布铁路安全

知识，还组织了群友线下参加活动，让我十分感兴

趣。”钟旭豪告诉记者。作为一名“火车迷”，在跟王

警官长期的相处中他认识到，不仅自己在拍摄的

过程中需要遵守铁路相关规定，还要带动身边的

人也这样做。

　　王金向记者介绍，让“火车迷”参与宣传活动，

能够以点带面地转发给更多的火车拍摄爱好者，

促使“火车迷”由“风险”变成“保险”，可以从源头

上解决线路治安安全风险控制问题。

　　“王阿姨，您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有爱好可

以，但是要建立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下进行。”在小

甘寄给王金的信中，他提到了这句让其印象深刻

的话。“今后，我会利用拍摄的视频作品宣传铁路

爱路护路知识，做一个积极向上守法的‘火车迷’，

以后我还想做一个研发动车的工程师。”在信中，

王金还看到了小甘对其行为的忏悔和其思想认识

的转变。

　　“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有意义

的，它不仅维护了铁路运输和铁路沿线的安全，同

时也保护了‘火车迷’的安全，保护了他们背后的

家庭。”王金说。

  图① 王金向“火车迷”宣传铁路安全知识。

王涣壬 摄  

  图② 王金在那舅小学给小学生分发铁路安

全资料。 陈思安 摄  

王金：让“火车迷”变“护路志愿者”

沈发德：三十五年练成天山深处“活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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