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44年5月19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高燕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邮箱：fzrbsqb@126.com

黄昌立：戍守边境屡破要案的“缉毒尖兵”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见习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冯国梁 蔡铮

　　

　　2023年12月13日凌晨，月黑风高，一个“神

秘黑影”从中越边境凭祥弄尧段翻山窜入我国

境内……

　　“不许动！我们是中国移民管理警察。”一个响

亮的声音划破夜空，话音刚落，在边境设伏的民警

分两路向“黑影”包抄过去。犹如惊弓之鸟的男人

立即转身向边境线方向跑去，边跑边将随身的两

个背包甩进路边草丛。

　　在距离边境线仅有4米远的地方，一民警将男

人扑倒在地，最终将其抓获。随后专案组民警快速

找到了其丢弃的两个背包，经检查，从包中查获毒

品海洛因10.5千克。

　　此次行动带队的移民管理警察，就是广西边

检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凭祥边境管理大队大队

长黄昌立。黄昌立从警15年，参与边境缉毒11年。

他常说，“像我们戍守在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要

做边关冷月下的一道光，照亮边境的安宁与祥和，

始终以青春之火，铸牢戍边之盾。”

刀尖上的国门“舞者”

　　黄昌立所在的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一项重要

工作任务就是开展边境毒品查缉，而这也成了黄

昌立戍边工作的“主旋律”。无数次以血肉之躯与

毒贩进行生死搏斗，直面毒贩的刀刃和枪口，衣服

被毒贩的匕首刺破、车辆被亡命歹徒驾车撞击、人

身及家庭被恐吓与威胁……面对穷凶极恶的毒

贩，黄昌立从不畏惧、始终冲锋在前，就像一名“刀

尖上的舞者”。

　　2022年11月，黄昌立在边境侦办一起毒品案

件，经过三天两夜的连续蹲守与侦查，终于在边境

密林中一处崎岖的山路上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

迹。就在即将展开抓捕行动时，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驾车疯狂逃窜，面对突发情况，黄昌立沉着冷静，

紧追不放。眼看车辆就要被逼停，犯罪嫌疑人突然

在一处陡坡处弃车逃跑。黄昌立紧跟其后，跳下陡

坡，迅速将毒贩死死按在身下，直到战友们赶过来

制伏毒贩，黄昌立才感觉双手刺痛，低头一看满手

都是鲜血，原来是被陡坡上的乱石划破。

　　“事后回头看了一眼刚跳下的陡坡，心中也有

些后怕，但当时一心想着要截住犯罪嫌疑人，容不

得过多考虑。”黄昌立说。“工作中，危险无处不在。

我怕的不是死，怕的是发生意外后，家里的老人小

孩该怎么办。”

　　谈及家人，黄昌立深感愧疚，但作为一名移民

管理警察，舍小家，只为守护千万家，这是他肩负

的责任。他始终坚信，在边境上只要多禁一克毒，

就能多换来人民的一份平安。

善于钻研的破案能手

　　黄昌立是同事们公认的“破案能手”，他善于从

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为一起起疑难案件带来捷报，

而这，得益于他年复一年的学习积累和刻苦钻研。

　　在黄昌立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大大的纸箱，

箱子里装满了他的“宝贝”——— 十多本工作日记。

翻开日记，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天的工作情况和

各种专业书籍的阅读笔记，有些地方还用红笔标

出了重点。

　　扎根在祖国南疆的十多年，黄昌立走遍了崇

左边境的近百条便道，他根据工作经验创立的“侦

查+瞭望+研判”缉毒技战法，有效提升了缉毒作战

单元的战斗力。

　　黄昌立记忆力特别好，这也成为他屡破大案

的重要依仗。2017年，黄昌立侦办过一起跨国毒品

走私案件。专案组历时6个多月的缜密侦查，横跨

粤桂湘黔四个省，行程9000余公里，终于摸清该团

伙的架构和犯罪规律，但是在关键的收网行动中，

作为团伙重要头目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赵某却漏网

逃脱，仿佛人间蒸发一般。黄昌立和战友们没有放

松对赵某的追踪，在日常工作中不放过任何有关

赵某的蛛丝马迹，对于赵某的个人特征、行为习惯

早已“烙印”在黄昌立心里。

　　2022年初春，又一次加班到深夜后，饥肠辘辘

的黄昌立在凭祥市一个宵夜摊吃饭时，竟发现赵

某正在隔壁的饭桌上与朋友举杯痛饮。为了不打

草惊蛇，黄昌立悄悄地离开宵夜摊，在一旁潜伏下

来，暗中观察赵某的一举一动，并用手机短信通知

同事前来围捕，最终将赵某一举擒获。经审讯，赵

某对自己走私毒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该起跨

国走私毒品案最终全面告破。

　　从警15年来，黄昌立共侦破偷渡类刑事案件

150余起，打掉“偷引带”犯罪团伙128个；累计破获

毒品案件120余起，打掉跨国贩毒团伙38个，抓获犯

罪嫌疑人380余人，缴获各类毒品约488千克、枪支

28支、手榴弹7枚。

守护安宁的忠诚卫士

　　2023年5月，黄昌立调任凭祥边境管理大队大

队长。他坚持重要节点深入基层一线、重大警情到

达处置现场，带领大队全体民警牢牢守护凭祥边

境平安稳定，是民警心目中“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成一行”的模范工作者。

　　2023年7月12日，在那艾边境派出所检查工作

的黄昌立，正好遇上一起因货物运输问题与货主

发生纠纷的警情。报警人李先生表示，这批货物运

输的榴莲由泰国生产，经越南运往中国，另一名郭

先生负责安排把榴莲从泰国运送到越南，自己则

负责从越南到中国段的运输。“运输过程中货物出

了问题，货主却要求我承担全部赔偿。”李先生委

屈又气愤地说道。

　　由于该警情产生的经济纠纷涉及3个国家，

如不及时调解，容易演变成国际商贸纠纷，并对

当地的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调解工作刻不容

缓。黄昌立果断启动多元化联合调解机制，邀请

凭祥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法官共同参与，组织相

关当事人再次进行调解。最终多方达成调解合

意，运输环节各负责人及货运司机分别承担相应

赔偿。

　　坚持人民至上，将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衡量

工作成效的标尺。作为凭祥边境管理大队大队长，

黄昌立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认真分析研判

边境辖区复杂形势，发挥“边”的优势，夯实“防”的

根基，践行“两队一室”勤务改革，做细做实基层基

础工作，发动边民群众参与合力稳边固防。同时聚

焦派出所“主防”工作，以防范风险、化解矛盾为主

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梳理摸排化

解各类纠纷，边境辖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图① 黄昌立带队巡逻。

  图② 黄昌立（左）走访辖区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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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东博：

“沉浸式”破解胡同小案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今年4月，崔东博走上了北京公安“杰出青

年卫士”评选活动的舞台。台上高手如云，优秀

的战友来自各警种：警务直升机修理师、无人机

操控师、身怀绝技的特警、神秘莫测的网警……

这一次，崔东博的心里没有打鼓。这份自信何

来，他说，“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派出所民警，找

我报案的也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很多老百姓一

辈子就报一次案，我日常要解决的并不是不足

为道的小事。”

　　崔东博，31岁，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天桥派

出所警务队副队长。高高的个子，白净的脸庞，颇

高的“颜值”，8年里，这名小伙儿“沉浸式”成长在

老北京胡同社区里，从被大爷大妈“不屑一顾”“嗤

之以鼻”到“小伙子你真棒”“你是我们最信任的

人”，崔东博走过了长长的路。

　　刚到天桥派出所，崔东博人生地不熟。这里好

多胡同，大爷大妈们说话聊天带着老北京的“范

儿”，天生腼腆的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下社

区走访或者调解纠纷时，崔东博的“法言法语”屡

遭碰壁，老北京居民压根儿不听他的，想打听个缘

由始末都难。

　　刚开始，崔东博以为是自己的业务水平不够，

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咬牙通过了司法考试。随

着跟居民接触得越来越多，他发现他们之间相隔

的似乎不是那一纸证书。

　　“师父告诉我，天桥地区老住户多，他们不需

要我念法条，更需要的是对我的认同感。”于是，不

善言谈的崔东博要求自己变成“健谈的邻家小

哥”。走在胡同里，认识不认识的，他都会尽量找话

题打招呼，“大爷大妈慢点儿，前面施工呢。”“大

姐，背包拉链开了，小心别丢东西。”不背法条，不

拿架子，不卑不亢，崔东博慢慢摸到了一些工作

方法。

　　80多岁的李奶奶住在天桥南里，她儿子曾因

违法犯罪被崔东博抓获，之后被判了两年有期徒

刑。抓人的那天，老人无助、绝望的眼神深深印在

了崔东博的心里。此后，崔东博想去看看老人，问

问冷暖，被老人礼貌地拒绝了。

　　崔东博经常看到老人在小区里捡拾废品，

他就主动打招呼。起初，老人的回应是冷淡的。

崔东博了解到，老人一生要强，一般不接受别人

的帮助。他打听到老人的老年卡需要补办，就主

动带她去办理。老人家里的冰箱坏了，他也主动

过去帮着修。一次次的关心让他和老人的距离

越来越近。

　　“后来李奶奶老喊我大孙子，我也叫她奶奶，

经常去看望她。”崔东博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每

次年节他去看完李奶奶，都要给自己的奶奶打个

电话，因为这总会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这里面有

思念，也有对家人的歉疚。

　　去年3月，一位老大爷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的

自行车丢了。车子很旧，案值很小，老人对于自己报

警的事显得有点过意不去：“我就是来试试，那个车

子我骑惯了，好骑，老物件儿，也有感情了。”

　　崔东博带着民警认真查监控，查了半天，只看

到一个模糊的身影骑着自行车消失在了黑夜的胡

同中。胡同又窄又长，岔口也多，这家伙到底去了

哪里？崔东博利用业余时间，一次次回到胡同走

访。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崔东博在一个小院里

找到了这辆被盗自行车，并“守株待兔”将盗车贼

抓获。

　　得知车子找到了，报案的老人十分高兴，这加

深了崔东博对“群众事无小事”的认识：“有的居民

甚至跟我说，你们警察破了多少亿元的大案，可能

跟我们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大。但你们帮我们找到

了丢的包、丢的自行车，我们就高兴得很。”

　　从那之后，崔东博对自己的警队提出了“非机

动车盗窃案必破”的目标。今年以来，天桥派出所

接报的盗窃非机动车案件全部侦破，多位事主表

示要送锦旗感谢，都被民警们婉拒。

　　日复一日琐碎的工作，也曾让年轻的崔东博

迷茫。“做社区民警时我刚20多岁，却经常要处理

夫妻打架、财产分割、妻离子散、遗产继承的人生

课题，我常常觉得这太‘摧残’我了，我无力招架。”

崔东博告诉记者，直到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名“醉

鬼”，他改变了这种想法。

　　这名“醉鬼”大冬天醉倒在路边，附近居民报

了警。崔东博和同事把他弄到派出所醒酒，却始终

联系不到他的家人。事后，崔东博了解到，此人名

叫马某，早前因工作受挫、婚姻失败一蹶不振，经

常酗酒。从那以后，崔东博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情

况并开解他、关心他。慢慢地，崔东博的关心好像

化开了马某心里的坚冰，他的情况渐渐好了起来。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还经常给崔东博打电话

咨询遇到难题怎么处理。

　　做社区民警8年，崔东博意识到，当警察当好

了，是在群众心里有分量的。在这个岗位上，他能

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和影响他人，这也让他有

了更大的动力和热情投入工作。因工作能力突出，

崔东博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四次，荣获西城公安

分局“优秀共产党员”“青年榜样”“红墙卫士优秀

人物”等荣誉称号。

  图① 崔东博帮助辖区居民找到丢失的自

行车。

  图② 崔东博（左）和同事在社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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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李小雷

　　

　　“通过接触张警官，我能真切感受到他是一

名为民办实事的好警察。沙洋公安尽职尽责一直

没有放弃我们的案件。之前一直给你们添麻烦，

实在是对不住了。”李先生夫妇手捧锦旗激动

地说。

　　李先生夫妇为女儿遇害案迟迟未能侦破而

信访。他们口中的“张警官”，是湖北省荆门市沙

洋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信访科科长张宜军。

　　1996年12月，李先生的女儿被丈夫范某某

残忍杀害。案发后，范某某畏罪潜逃。由于当时

技术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该案一直悬而未破。

李先生多次上访要求公安机关抓紧侦查破案。

接到这起信访件后，张宜军及时到办案部门了

解案件侦办情况，并从侧面了解到其夫妇二人

主要以务农为生，加之年老体弱，生活更加困

难，他随即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他们申报了司

法救助。李先生夫妇所居住的房屋年久失修，渗

水漏雨，张宜军又多次奔波于民政和当地乡镇

党委政府等，为两人申请解决了房屋维修和帮

扶救助金，解决其实际困难。

　　时间久了，张宜军与李先生夫妇成了好朋

友，他还适时主动向李先生夫妇通报案件进展

情况，获得了他们极大地理解和信任。经沙洋公

安17年执着追踪侦办，2023年1月，李先生夫妇

女儿被害案告破。张宜军第一时间联系李先生

夫妇，彻底解决了引发这起信访的源头问题。

　　在接待来访群众、办理信访案件时，张宜军

善于畅通沟通联系渠道，让信访人耐心等待处

理结果，运用法律政策答疑解惑，讲情、讲理、

讲法。

　　张宜军认为，要让群众在信访时感觉到浓

浓的人情味和诚心诚意的工作态度，在处理复

杂信访事项上全力以赴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

解”，才能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张

宜军的手机通讯录和个人微信里，是一长串信

访人名片以及聊天记录。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手

机号码变为“群众热线”，24小时在线接访。“把

信访诉求解决在初信初访阶段，把引发信访的

因素消除在执法源头，才能实现标本兼治。”这

是张宜军多年从事公安信访工作的心得。

　　面对繁琐复杂的信访工作，张宜军根据信

访工作特点和实际情况，围绕群众反映的突出

问题和信访工作中的难点进行分析，充分借助

执法质量考评“指挥棒”作用，把公安信访工作纳入沙洋县公安

局执法质量考评体系，每年梳理各条线信访减诉成效、信访件办

理质量，以信访问题导向推动规范执法，以规范执法根治信访突

出问题。

　　2018年，沙洋县马良镇发生一起故意伤害他人案件。案件当

事人刘先生因与邻居孙某发生口角继而引发矛盾升级，被孙某

用硬物砸成重伤。刘先生住院治疗产生40余万元费用。然而伤人

者却因家庭困难无法给予有效赔偿。刘先生一家生活陷入困顿，

多次写信向各级部门反映诉求。

　　“为什么命案都能破，伤害案件就破不了？”“为什么打人者还

逍遥法外，我却要在这病床上受尽折磨、生活无着落？”……面对来

走访的张宜军，刘先生抛出一连串问题。张宜军向刘先生保证，沙

洋公安一定不会放弃案件，也一定会尽全力保障他的合法权益。

　　走访结束，张宜军第一时间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刘先生申

报司法救助资金，及时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救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帮助他的思想转过‘弯儿’来，气

顺心和，安心治疗和生活。”张宜军说。为此，张宜军积极向沙洋县

委政法委汇报，数次往返奔走于乡镇党委政府、法院、检察院、司

法、民政、医院等部门，促成县委政法委召开专题协调会议。最终，

多方共同推动下，落实了对受害人刘先生的司法救助和社会帮扶，

同时及时对案件作出了公正处理，圆满化解了该信访问题。

　　“除了熟练掌握公安业务及信访专业知识之外，最重要的就

是摸透法律法规、用足用好政策，只有先普法再用法，最后才能

让群众从‘信访’变‘信法’。”张宜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公安信访岗位上已有10年，张宜军共接待来访群众1100

余人次，走访群众500余人次，处理涉公安事由信访事项690余

件，化解信访积案50余件，未发生一起回流件，未发生一起被举

报投诉，未出现一件越级访，未新增一件信访积案。

　　因工作突出，张宜军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立

个人一等功1次，并被评为沙洋县第一批“最美信访干部”。

　　“认真负责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是我的第一关注、群众的满

意幸福是我的执着追求。把群众的诉求放在心坎上，始终坚持带着

感情、带着温度、带着责任去接待一次次来访，不仅能收获来访群

众的口碑，更能当好党和人民之间的连心桥。”张宜军说。

　　

　　图① 工作中的张宜军。

　　图② 张宜军正在接待来访群众。 姚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