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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转型成功的陈所长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徐卉婷

　　

　　“大伯，这本驾驶证请您收好，里面给你嵌了一

张小卡片，下次只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就能网上办

理业务了。”8月12日上午，浙江省海宁市公安局车管

所大厅里，一位身材高挑、笑容可亲的女民警正在与

办事群众交流。

　　她叫陈丹虹，今年35岁，是海宁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车管所所长。

　　初见陈丹虹，看到她业务熟稔、说话温柔的样

子，大家会以为她就是专门从事车驾管窗口服务工

作的，但其实3年前，她还是一位刑警。

　　2010年8月，陈丹虹从浙江警察学院刑事技术专

业毕业，来到海宁公安局报到。彼时的她一心想成为

一名现场勘查技术员，有人好心提醒：勘查现场太脏

太苦了，一个小姑娘哪里吃得消？

　　陈丹虹非常坚定：“我是学这个的，就要干这

个！”就这样，陈丹虹留在了刑侦队，成为全局唯一的

女技术员。然而，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爬满整个

尸体的蛆虫像水波纹一样蠕动；40摄氏度高温下的

窨井内又闷又臭；半夜勘查荒野现场还会一不小心

踩到蛇。面对困难的时候，陈丹虹总对自己说：“不能

退缩，这就是你的‘战场’！”

　　一年冬天，陈丹虹接到一个警情，一家彩票店的

老板在店里摔了一跤，送医院抢救了。家属说，老板

患有癫痫，已经不止一次摔倒，现场没有发现财物丢

失，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可能就是一起意外。

　　可是陈丹虹不这么认为，她蹲在现场，反复查看

地上、墙上、家具上的血迹形态，“自己摔倒的怎么会

出现这种形态的血迹呢？不对，不能排除案件。”在陈

丹虹的坚持下，法医介入检查，最终确认这是一起抢

劫案，并在当天晚上就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凭借这股较真劲儿，陈丹虹成了全局第一个通

过提取尿液、大便中脱落细胞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技

术员，还曾拿到过嘉兴指纹比武第一名。

　　就在陈丹虹以为自己会在刑事技术岗位一直干

下去的时候，2021年，局里决定由她担任交警大队车

管所所长。

　　报到那天，面对1000多平方米的车管大厅，陈丹虹

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奋斗的‘战场’！”

　　海宁车管所是全国优秀车管所，陈丹虹的第一

个挑战就是争创国优“二连冠”。国优争创有个硬杠

杠，所领导和工作人员业务考核有要求，达不到相关

标准就要被摘牌。陈丹虹拿出了备战高考的冲劲，争

分夺秒研读14万字的部令、规范，学习68个政务服务

事项的办理流程，反复做题、实践。最终，她带领着车

管团队以平均97分的成绩，高分通过业务评价。

　　紧接着，陈丹虹又带着团队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一

系列创新举措：“驾考通”应用场景免去了驾校频繁跑

腿的麻烦，将考生的资格审查周期从一周缩短至两天

内；“贴心车管在身边”系列活动把窗口搬到企业食

堂、社区广场，群众有需要，服务就上门；“一照通”小程

序，成为全省首家实现驾驶证照片无纸化的车管所，

也成为“一窗通拍、全域应用”全省现场会的观摩点。

去年，仅海宁就有4万余名驾驶员享受了这项服务，为

他们节省费用100万余元，换证时间缩短5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国优“二连冠”的金杯终于

被稳稳地捧了回来。

　　3年过去了，如今的陈丹虹早已成了车驾管服务

的“行家里手”，但是她始终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服务

理念，只要一有空便在服务大厅里巡查，看看工作人

员接待是否热情，说话是否生硬，也会坐下来和办事

群众聊聊天，听听他们的感受；如果正好碰到来办事

的朋友，她会让他们帮忙做“卧底”，给车管所找找

茬、挑挑刺。

　　从刑事案件现场到车驾管服务一线，从打击犯罪到

服务群众，在这场跨界中，陈丹虹跨出了自信也跨出了

精彩，面对以后的从警路，她信心倍增：“只要敢打肯拼、

练好内功，无论工作‘战场’怎么变，我也照样能干好。”

  图① 进入工作状态的陈丹虹。

  图② 陈丹虹与办事群众耐心交谈，听取意见

建议。

  图③ 陈丹虹为群众示范车驾管网办业务操作

流程。

海宁市公安局供图  

□ 本报记者         马超

□ 《法制与新闻》记者 王泽宇

　　

　　“师傅一直说等我结婚的时候要好好给我当一

次总管，但再也没有机会了。”

　　“每次提前半小时到岗，总喜欢和大家坐在一

起聊天的老董真的走了。”

　　“几十年的点滴好像都在昨天，又好像做了一

场梦似的，梦醒了，老董再也回不来了。”

　　2024年6月13日8时30分，太原铁路公安局太原

公安处乘警支队四级高级警长董晓云因冠心病突

发，永远倒在了他热爱又坚守了35年的乘警岗

位上。

　　董晓云，永远的成为了乘警支队的一个回忆，

也成为了乘警支队永远的“精神传承”。

等忙过运行图调整再去医院

　　“对于他的离世，我一直在愧疚。”提到董晓云，

太原公安处乘警支队乘务一队教导员郭军眼里含

着泪花。

　　据郭军回忆，6月12日，本应是董晓云值乘太原

到吕梁的K7831次列车，但董晓云因难受不能正常

出乘，从警以来第一次请了病假。

　　到了晚上，队里关切地询问董晓云病情，董晓

云痛快地说吃药后身体好多了，6月13日保证能够

正常出乘。谁也没想到，这个电话成为了他和队里

最后的通话。

　　6月13日早上，董晓云倒在了出乘的路上，而这

次出乘也成为他唯一没有完成的值乘工作。

　　其实在今年年初，董晓云在体检中就查出了心

脏冠状动脉阻塞，医生多次建议他尽快做支架治

疗，但是当时董晓云考虑到春运安保警力紧、任务

重的工作实际，一再推后手术时间，一直靠吃药坚

守岗位。这一推就是半年。

　　6月初，董晓云的心脏又一次出现不适症状。郭

军多次叮嘱他去医院找专家再做一次检查，然而董

晓云却一直说“等忙过‘ 6·15’列车运行图调整安保

工作吧”。就差两天，董晓云还没来得及去医院检

查，就因为工作过度劳累倒下了。

　　“如果我能说动他，再多催他一次，让他去医院

检查一下，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郭军难过

地说。

　　可惜，一切都没有如果。

　　“严谨认真，精干利落，就和他身上永远保持干

净整洁的警服一样。”乘警支队乘务一队队长索晓峰

感叹着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老董，每次9点出乘，7

点就肯定到单位了。出乘时，他也总是比别人提前到

岗半个小时，在他心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

　　凭着这样的认真与热爱，值乘30余年，董晓云

从未发生过一次迟到漏乘情况，实现了值乘工作生

涯“零投诉”，是乘警支队最放心的乘警之一。

婚礼上再也没有师傅

　　作为董晓云的徒弟，乘务一队警长张文海对师

傅满满都是思念。“我从毕业来到乘警支队起，就一

直跟着师傅在车上，闭上眼睛，都是和师傅相处的

点点滴滴。”张文海怀念地说着。

　　在张文海看来，师傅是一个温暖又热心的人。

“我们以前没有餐车，大家出乘没有饭吃。但只要跟

着师傅，从来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师傅总会提前

给我们都订好饭，途经德州的时候，热乎乎的饭就

在等着我们了。”张文海回忆说，“我是外地人，师傅

总会照顾我更多，时常叫我去家里，让我在乘警队

有了家的感觉。”

　　董晓云不光照顾徒弟，乘警队中不论谁家有婚

丧嫁娶的事儿，董晓云都会主动帮忙。“师傅一直跟

我说，等我结婚的时候要给我当总管，可我以后的

婚礼再也没有师傅了。”说话的时候张文海哽咽了。

　　另一个徒弟韦志宏从2015年起也一直跟着董晓

云，已经离开乘警队两年的他，依然对师傅充满

敬意。

　　“从来没有我师傅解决不了的难题。”韦志宏

说道，“我第一次跟车那回，在硬卧车厢里，有个孩

子一直哭，旁边的男同志就骂了起来，孩子的母亲

和那个男同志发生争执，最后动起了手。当时师傅

带着我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之前怎么劝都劝不好

的两个人，就靠师傅的几句话，两人竟然就真诚

地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当时我就觉得，我师傅

‘神了’。”

　　一个充满回忆的温暖小故事，勾起了两个徒弟

对师傅的回忆与思念。

　　“师傅说，遇到事儿，别着急，在到达车厢的过

程中动脑子想想要怎么处理。”

　　“师傅说，咱们多在车上宣传一句话，旅客在路

上的糟心事儿就会少一件。”

　　“师傅说，咱们最困的时候也是旅客最困的时候，

更是案件最易发生的时候，要保持清醒，守好岗位。”

　　只可惜，自此之后，他们再也听不到来自师傅

董晓云的教诲了。

　　“在葬礼上，徒弟们的眼泪就是最真诚的悼

念。”郭军说。

守护好每一名旅客才是尽责

　　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进京

车辆的负责人，董晓云更多了几分警惕。

　　9月5日晚K602次列车在太原站发车前，董晓云

在站台巡查中发现多名未带行李的旅客行色匆匆。

出于职业敏感，董晓云立马上前询问情况。

　　“得知这几名旅客准备去北京，老董就赶紧深

入车厢排查了解情况。”和董晓云多年一同工作的

乘警支队警长刘同发回忆说，“在交流后，老董知道

了这些人是因为个人问题，意欲到北京上访。”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董晓云第一时间向支队派

班室汇报，同时迅速启动非访应急预案，组织车班

人员将18名涉访人员隔离在一节车厢中。而后董晓

云就开始发挥“善于聊天”的长处，劝说18名涉访人

员长达一个多小时。最终在原平站，18名上访人员

全部主动下车，董晓云协助地方公安机关予以妥善

处理。

　　由于在安保维稳中成绩突出，董晓云被上级荣

记嘉奖一次。

　　这样的事情对董晓云而言，都是常态，他这种

聊天总能聊到对方“心坎里”的工作特点，在列车上

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乘务组到机械设备维修人员，

车上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董晓云的“线人”，为乘警

支队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从警35年，董晓云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20个春

节，11个中秋节，先后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上千件，

挽回旅客损失336万余元，调解旅客纠纷130余起，收

到旅客赠送的锦旗21面，感谢信30余封。

　　2020年4月23日，董晓云值乘从德州开往北京的

K7730次列车。在巡视检查车厢时，一个蹲在车厢连

接处一手拿着馍馍、一手端着杯白开水的男孩引起

了董晓云的注意。

　　作为乘警长多年的董晓云凭着经验便判断出，

这个男孩肯定有故事。

　　于是，董晓云蹲下身和男孩聊了起来。聊天

中，董晓云得知20岁的男孩家在德州某村，父亲

早些年在小煤窑干活，由于发生事故导致下半身

瘫痪，常年卧病在床；母亲前些年患肺癌去世；弟

弟在上小学；家中还有年迈的爷爷。一家人靠政

府低保度日。而男孩此行也是听同村的老乡说在

北京打工比在老家挣得多，于是男孩想去北京

“拼一把”。

　　看着买完车票后全身除了背包里的衣物和几

个馍馍外只剩几十元的男孩，董晓云立马把口袋里

的200元现金给了男孩，并在下车后帮着男孩一起

寻找到住所后才转身离开。

　　这样一个暖心老董，真的走了，没有给家人、战

友多留下一个字，永远地离开了。

　　“虽然老董人走了，但他爱岗敬业的精神、无私

奉献的情怀、乐于助人的风采、善于做群众工作的

特色，一定会在乘警支队传承下去，老董永远不会

离开我们！”乘警支队支队长李岗坚定地说。

  下图为董晓云生前在值乘途中检查列车内安

全设施。

太原铁路公安处供图  

老董追记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叶芝成

　　

　　夏日的清晨，天亮得很早。昭平山

城刚刚苏醒，街上的车辆行人还不太

多，一派静谧景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的大楼里，立案

庭法官林家阳却眉头紧锁，思忖着手中

的案子。

　　这是一起讨薪系列案，所涉及的务

工者共有27人，务工者长期被拖欠工资，

生活陷入困境，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

害，他们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昭平县法

院，以期获得法律的公正裁决。林家阳

深知，这类案件，无论标的大小，每一件

都关系着务工者的切身利益，背后更是

无数个家庭的生计和期望。

　　就在一周前，林家阳刚刚接手这个

案子。翻开手中厚厚的诉讼材料，细数

着上面一个又一个名字，林家阳发现，

这起讨薪系列案中，原告竟有27名，压力

顿增。

　　“不管怎样，这关系到27名务工者

的生计，再难都要啃下来。”林家阳说。

刻不容缓，按照材料上的联系方式，林

家阳逐个拨通了加上被告共2 8人的

电话。

　　“法官，这个老板真的太不讲信用了。

说好5月发工资的，现在7月了都没给！”

　　“法官，您能帮忙让他快点给钱吗？

我真的拖不起了，我的收入就是家里唯

一的经济来源，况且9月我还要给孩子交

学费的啊！”

　　“法官，我也不是恶意要拖欠工资

的，他们第一次来讨薪的时候我就给每

个人都写了欠条，我是诚心诚意的，但

项目方不拨款，27个人的工资也不是小数目，我也只能干着

急啊。”

　　……

　　结束了第28个电话，距离和第一位当事人沟通已经过

了近一周的时间，林家阳看了看本子上密密麻麻的笔记，

好像一团乱麻堵在心口，手心也不知何时多了一层薄汗。

　　“不容易，但好在已经大致了解了每位当事人的实际

情况。”有了前期充足的准备，林家阳觉得，是时候进行“面

对面”调解了。

　　“来来来，大家跟我到这边的调解室坐下慢慢说。”7月

17日，经过了前期的电话沟通，林家阳邀请双方当事人到院

调解。

　　“我对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信任了，必须马上给钱！”

原本在电话中已经答应好好商量的当事人，到了法院后却

再度情绪失控。这边话音刚落，其余当事人闻言也纷纷

应和。

　　眼见群情激愤场面即将失控，林家阳立即调整策略，

决定对双方当事人采用“背靠背”加“一案一议”的调解

方法。

　　调解期间，林家阳细心地倾听每位当事人心中的诉

求，又耐心地一遍又一遍从情与法的角度为大家梳理矛

盾，安抚情绪的同时，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相互理

解。一方面，向用人单位阐明拖欠劳务工资的法律后果和

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引导务工者合法、合理地表达诉求，

理性解决纠纷。

　　考虑到部分原告面临着要给孩子交学费的情况，秉着

“司法为民”的理念，林家阳向被告提出自己的想法：“您有

您的难处，但是原告也有各自的困难。9月很快就来了，原告

他们的孩子开学就要面临交学费的问题，您9月1日前将劳

务费给付完毕，一来您有时间筹款，二来原告他们也能缓

解生活压力。”

　　通过调解，林家阳将原被告双方的难处告知对方，将

心比心，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被告承诺会在9月前把

所欠工资补给原告。

　　终于，在林家阳的不懈努力下，当事双方从最初的剑

拔弩张，逐渐转变为心平气和，该系列劳务纠纷也在协商

中得以圆满化解。最后，考虑到原告的实际情况，林家阳依

法主动帮助27名原告申请减免共1050元的案件受理费。至

此，27件劳务纠纷在短短一天内全部化解。务工者的合法权

益得到了切实保障，林家阳那颗被“乱麻堵住”的心也终于

松快舒畅起来。

　　“老实说，调解工作是很费心费时的，尤其是案件多的

时候，加班加点是常态。”林家阳说。

　　“若是在办公室找不到林法官，可以到调解室看看，十

有八九是不会扑空的。就连周末也是，可以在院里看到他

忙着调解的身影。”林家阳的同事笑着说。

　　“调解”无捷径，关键在“用心”。自2009年进入法院工作

以来，林家阳已经调解了不下700余件案子。谈起调解，他

说：“和老百姓打交道，一定要学会将心比心，只有站在百

姓的角度去思考，判决才能经得起推敲，才能真正做到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图为林家阳（右一）成功调解一起案件，为农民工解决

拖欠劳务工资问题。 　

　昭平县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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