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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许宇翔

　　

　　早晨8时15分，人群熙攘的福州火车站一如往常。检票口，旅客

们排着长队，时不时抬眼望向检票口上方的显示牌，等待着“正在

检票”这几个绿色字体的出现。

　　与热闹的候车室相反，站台上，G1698次列车静静地停在那里。

守护在它旁边的，还有一个身穿警服戴着红色袖章的高大身影，他

就是福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浩。

　　“虽然已经从警7年，但对我来说，每一次出乘都是一次全新的

挑战。”李浩笑着说。车厢方寸之间，他时而变身打击犯罪的铁腕，

时而化作服务旅客的暖流，守护着南来北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

旅程。

织就一张“防盗网”

　　当警察，是李浩儿时的梦想。但从师范类大学毕业的他，首先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当老师让我很有成就感。但儿时的梦想始终还在。”李浩说。

于是，他努力自学备考，于2017年通过公务员招录，成为了福州铁

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的民警。

　　李浩从警后值乘的第一趟列车是福州开往成都的K392/391普

速列车，这趟车横跨福建、江西、湖北、四川，运行里程2362公里，值

乘时间长、治安情况复杂。凌晨时分，列车在武昌火车站需要调换

机头，停靠时间久，上下客流大。为了保障旅客安全，李浩每次都提

前来到站台，拿着手电筒，从窗外反复查看车厢内的情况。

　　2017年11月的一个凌晨，当列车停靠在武昌火车站时，李浩发

现，一名男子故意紧贴前方旅客，行为举止十分可疑。李浩果断朝

他走去，男子瞥见李浩向他靠近，立刻装作没事，准备转身离开。李

浩迅速上前盘查，男子承认自己混在旅客中想要扒窃，还没得手就

被李浩发现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小偷交手。”李浩回忆说。此后，他开始留

意观察，总结可疑人员的特点，加强巡查力度，逐渐在实践中练就

一双“火眼金睛”。

　　在值乘K392/391列车的3年间，他共查获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

人16名，为旅客挽回经济损失4万余元。

练就一副“铁手腕”

　　2020年4月，李浩凭借过硬的警务技能，被福州乘警支队从乘

警岗位调整到侦查员岗位。工作模式变了，但态度没有变。为了更

好适应侦查员角色，李浩买了不少业务书籍，空闲时还向前辈请教，不断提升自身的

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

　　2023年3月，Z392次列车上突发一起旅客被骗52万元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经验告

诉李浩，办理电诈案件一定要快。经过紧张的分析研判，案发当晚，他和同事便锁定了

7名犯罪嫌疑人的藏匿点。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点分散在北京、河北等地，第二天一

大早，李浩就与同事们出发展开抓捕。在长达16天、涉及三省一市的行动中，李浩白天

蹲点守候、跟踪抓捕，夜间分析研判、梳理线索，最终将7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并审查起诉。

　　“干侦查员的这3年是我从警路上的宝贵经历，我收获了很多。”李浩说。3年间，他

共参与侦破刑事案件1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60余名，在最短的时间成长为一名

“侦查能手”。

送出万千“平安福”

　　2023年底，李浩主动请缨，再度回到了乘警岗位。“刑侦工作经历让我锻炼出了敏

锐的洞察力，可以更好地震慑犯罪、服务旅客。”李浩说。

　　今年春运，李浩巡查到第7第8两节车厢连接处时，发现一位跛脚老太太站在车门

口，每到一站，她便向周围的乘客打听到达地点。李浩上前询问，得知老人家的女儿在

江西务工，她带着刚满两岁的外孙去找女儿，却在临上车前摔了一跤，她担心自己腿

脚不便下错站，就来到连接处等待。

　　“您先坐回座位上，到站前，我一定提前过来叫您。”李浩将老人家搀扶回座位上

坐好，给她吃了颗“定心丸”，又快速协调好到达站提供爱心轮椅。

　　“帅气又优秀！”半个小时后，到站的老人在李浩的搀扶下坐上了爱心轮椅，她拍

了拍李浩，还用方言夸了他。

　　“打扰大家几分钟时间，乘车出行五条秘诀请大家牢记……守好自己钱袋子，愿

您和您的钱都能平安到家！”现在的李浩，腰间挂着“小蜜蜂”扩音器，手中拿着宣传展

板，穿梭在车厢里，绘声绘色地向旅客们宣传防拐、反诈等安全知识。

　　“出门在外，能在一列火车上都是缘分，我

把旅客当成自己的家人，希望家人们都

能旅途平安。”李浩真诚地说。

  图① 李浩主动为旅

客提供乘车帮助。

  图② 李浩与旅客小

朋友互动打招呼。

  图③ 发车前，李浩在

车厢外执勤。

  福州铁路公安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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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藏区高原的“梅教官”，走了

①

②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赖栋才 杨力方

　　

　　8月27日，“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先进个人”名

单正式公布。湖北警官学院警务实战教官梅强

在列，可他再也不能亲手捧起那本红彤彤的

证书。

　　两个月前，梅强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

他挚爱的公安事业，年仅49岁。

　　“他总说等闲下来了，一定再回来好好和我

们告个别。可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别！”说起

梅强，时任山南市公安局警务宣传教育训练科

科长次春梅眼中噙满了泪水。

习惯“多教几招”

　　“听说梅强报名援藏，我们都很意外。”时任

湖北省警官学院组织人事处副处长叶清明说。

叶清明之所以感到意外，是因为梅强父母年纪

大、身体不好，他跟妻子还两地分居。叶清明劝

梅强再考虑考虑。他却说，别的同事孩子小，家

里负担更重，自己去最合适。

　　2013年7月，38岁的梅强跨越3600公里，来到

了雅砻江畔西藏山南。当时，由于山南地区警务

工作需要，在职民警从910人增加至2258人，很

多新民警亟待专业培训。但当地基础设施、教官

队伍、训练课程都很缺乏，没有一套完善的警务

技能培训机制。

　　如何破局？还没来得及适应严重的高原反

应，梅强决定，边摸底、边培训、边完善。

　　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平均海拔5373米，空

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40%，年均气温只有零

下7摄氏度，全国海拔最高的边境派出所就在这

里。派出所民警王垚是梅强的第一批学员。可令

他没想到的是，培训结束刚没几天，梅强竟到所

里来了。

　　“梅教官，我们这里氧气吸不饱、天上无飞

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你刚从内地上来，

不要命了？”

　　“派出所刚成立，又只有5个人，万一遇到危

险，怕你们难对付，我过来教几招。”

　　梅强和大家一起巡完整条边境线后，帮助

所里规划了一整套布防和战术。就这样，进藏不

足3个月，梅强走遍了山南的12个县，跑遍了60

余个派出所和警务站。从最高的普玛江塘乡到

最远的中尼边境扎日乡、中印边境勒布沟，他一

刻没停下，一个没落下。

　　从此，山南公安有了警务实战教官团

队，建立了“轮训轮值、战训合一”的训练模

式。截至2024年，山南共有56名市级教官、11

名省级教官走上培训岗位，培训规模达1000

余人。

　　“毫不夸张地讲，没有梅强老师，就没有现

在山南公安警务实战训练的根本性转变和核心

战斗力的跨越式提升。”梅强的第三批学员、曲

松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晁鹏飞这样评价。

常授“私家秘籍”

　　到山南后，梅强经常对学员讲，干公安，既

要忠勇无畏，更要有智有谋。无论什么岗位，从

事什么警种，都一定要把“安全执法”牢牢刻在

脑子里。

　　山南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铁路管理大队

大队长侯石当过兵，武警退役后考上公安。刚

入警时，他觉得自己“本事大”。那是10年前的

一个晚上，侯石出警抓捕一名嫌疑人，却遭到

激烈拒捕，被击中头部。梅强来医院看望，侯

石还以为要“得表扬”，可没想到梅强却批评他

“有勇无谋”。

　　“当警察，不第一时间往前冲，像样吗？”侯

石不服气。

　　“勇敢固然重要，但光凭勇敢，还不行。处置

警情要有谋略，更要有警务技能。只有保护好自

己，才能更好地保护群众和战友。这话，你从现

在起，得给我记一辈子。”梅强语重心长。

　　从那以后，侯石常常去“蹭课”。梅强在西藏

开了几期培训班，他就听了几期课。

　　“梅老师告诉我们，执法权力是人民赋予

的，当警察首先要有敬畏心，只有牢牢记住警务

实战过程中的程序要点，才能真正做到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武汉铁路公安处民警严书

昊回忆。

　　到湖北警官学院前，梅强在派出所干过

好多年，基层警务实战底子厚。被选到公安院

校当老师，梅强爱琢磨，肯动脑筋，把基层经

验转化成鲜活案例，再加上积累多年的办案

方法、审讯技巧，一节课里除了完成教学大纲

的“规定内容”，还夹带不少“私家秘籍”。同

学们都特别爱上梅强的课，都说能学到不少

“干货”。

　　教警务技能，梅强喜欢把课堂设在教室外。

搭建各种场景，模拟各类盗抢、入室等案件，考

验学生在情境、任务压力下现场处置能力，通过

检验基础技战术动作，引导学生建立安全意识，

避免自身伤亡。

　　武汉特警支队民警黄霏至今记得，上学

那会儿，练枪械使用最辛苦。“好多人手上都

打起了水泡，水泡破了磨出了厚茧，可是没人

喊过要放弃。梅老师带着我们一处一处抠，一

遍一遍练，他总说只有把自己的本领练扎实

了，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才能当好警察。”黄

霏说。

“忘我”伴随一生

　　医院的晚期肺癌诊断书，梅强瞒了整整一

年。直到后来，他整晚整晚地咳，咳出了血，实在

瞒不住，才向妻子坦白。

　　身患重病后，梅强在家做得最多的事，还是

接电话。电话一响，他接起来就说个没完。

　　“从山南回来，他还天天记挂着，那边来的

电话他接了最高兴，一说就一两个小时，还说自

己没啥事，有问题不明白，需要什么帮助，尽管

给他打电话。”说起梅强的事，妻子曹夏鹏直掉

泪。她知道，这怨不得梅强，他干工作的那份忘

我，随了他一辈子，改不了。

　　2020年，为了不耽误教务处工作，梅强主动

请辞副处长职务。两年后，考虑他的身体已不适

合高强度工作，组织上将他调到警官培训部，相

对清闲些，好配合治疗，可他却放不下。

　　湖北警官学院警官培训部主任彭轩至今忘

不了，6月18日的那个晚上，梅强突然闯进他办

公室的一幕。

　　“彭主任，您看我来了一年多，没跟您提过

啥想法，可这事请一定考虑考虑我。”看着他单

薄瘦削的身影，彭轩实在不忍心。但彭轩知道

梅强的性子，自从调过来，只要还有精神头，

就会嚷着给“派活”；交到手上的活，即使马上

要去化疗，梅强都先认认真真做完，从没耽误过

一次。

　　今年6月22日，梅强跟多年的好友、湖北警

官学院警务指挥教研室主任万向阳通了半个多

小时电话，他放心不下今年学院里那47个没能

选到岗的毕业生。

　　“他让我建议学校统一开个公安联考备考

班，免得到外面报培训，花冤枉钱，如果能多设

几个勤工俭学岗就更好了。”万向阳红了眼眶，

“这家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操心别人。”

　　“23号那天，他说刚化疗完不舒服，自己再

去医院检查检查，很快能回。”曹夏鹏流着泪说，

“可没想到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图① 梅强（右一）生前在湖北警官学院开

展实战教学。

  图② 2014年，梅强在西藏开展警务技能

培训。

　　韩永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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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陈思思

　　

　　如何将法理人情融入司法办案中？如何用心用情回应当事人的司法诉求？如何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法官黄

涛一直以来都在孜孜以求这几个问题的答案。

　　每天早晨，黄涛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一看审判流程系统里的案

件办理进度，接着梳理本周的工作计划，包括庭审任务、调解任务、走访任务、学习任

务……作为新晋的员额法官，黄涛主要负责民事案件和破产案件的办理。从去年至今，

他承办各类民事案件190件，办结破产案件51件，还有24个破产案件正在积极办理中。

2024年2月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表彰为“全省法院先进个人”。

　　在黄涛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做一名有良知的人民法官！”这是他的职业

追求，也是他“小案不小”“温情司法”工作理念的真实写照。

黄涛：践行人民法官的良知与担当

助当事人解心结

　　黄涛曾主审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

纠纷案件，吕某与他人饮酒后突发疾病死亡。

该案在他办理的众多疑难复杂案件中是相对

简单的，但是吕某女儿一直过不去这个心结。

当时正值中考关键时期，庭审当天她却出现

在法庭上。庭审中，作为原告之一的她始终低

头沉默不语，泪眼婆娑。庭审结束后，黄涛开

导她：“事已至此，要勇敢面对现实，集中精力

搞好学习，好好生活，这才是对父亲最大的慰

藉。”随后，他积极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促使

当事各方达成和解。考虑到吕某家中的特殊

情况，他主动联系当地的村组干部，帮助他们

咨询救助事宜。

　　前不久，黄涛在办案之余，去吕某家回访

时，吕某妻子含着泪说：“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已经恢复正常，太谢谢您了。”黄涛关切地问

道：“孩子最近学习怎么样？”一提起孩子，吕

某妻子哽咽说：“这孩子学习成绩还好，就是

太让人心疼，我给她的生活费总舍不得花，每

天在学校就是吃馒头就咸菜，总想着替我减

轻压力。”

　　黄涛一边听着，一边从手提包里取出两

本书递到吕某妻子手中，嘱咐道：“这是我周

末到书店专门给孩子挑选的两本书———《老

人与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请转告她，一

定要坚强，生活的苦难和磨砺会成为她日后

人生的一笔财富。”

　　黄涛在主审一起抚养纠纷案件时，当事人

翁某给他发了这样一条信息：我请求人民法院

给我上学的机会……我会回报社会的。

　　翁某起诉时读大三，其父与母亲庄某于

2011年经法院判决离婚，其随庄某生活，父亲每

月支付抚养费300元至其18周岁止。因庄某身患

疾病，无力负担翁某的生活教育费用，翁某于

2022年7月起诉父亲，请求以每月1700元的标准

补充支付已支付的抚养费，并支付医学本科期

间的生活教育费，共计30余万元。一审法院经审

理，判决其父向其支付生活教育费共计9万

余元。

　　“父女情深，应助其完成学业。”黄涛对案情

进行深入了解后，决定打好“亲情牌”，做到案结

事了。他特意将该案排在当日上午最后一个开

庭，以便有充足的时间调解。

　　“我再婚后又生育了两个女儿，还要给身

患癌症的父亲看病，无力再负担翁某的费

用。”翁父不同意调解，案件当庭调解无果。此

后，黄涛不厌其烦多次与翁父沟通，最终说服

翁父每年支付两万元直到翁某完成大学

学业。

　　黄涛说：“法律是无情的，也是有温度的。法

官应当在坚持法律效果的前提下，多一些耐心，

打动当事人。”

为企业开“法律处方”

　　作为信阳中院破产团队的法官，黄涛在破

产案件的办理中，主动走出法院、走进企业，为

企业“把脉”，并有针对性地开出“良方”，助力企

业健康发展。

　　在与新县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管理

人的交流中，黄涛就破产案件近期的办理进

度进行跟进，对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遇到的新

情况和法律问题进行沟通。其间，他多次说：

“在平等保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要

充分运用预重整、债务人自主经营管理等制

度或方法，调动各方积极性，尽力挽救企业，

挽救市场主体。”

　　在走访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时，黄涛了解

到这家公司面临的诉讼案件有四五起。有的是

作为被告，拖欠材料供应商货款、农民工薪金

等，有的是作为原告，起诉房地产开发商要求给

付建设工程费用。在给出专业法律咨询和风险

提示后，他对企业负责人说：“随着市场经济深

入发展，企业纠纷案件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

势，企业的难处我们感同身受，法院作为司法机

关，会从法律层面上保护好企业的合法权益，但

你们要有风险防控意识，做到未雨绸缪。”

　　去年以来，黄涛实地走访企业近百家，征求

意见建议110条，帮助开出“法律处方”30个，有

力推动了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和法治化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

用学习提自身素能

　　“唯有加强学习，才能在办理各类重大、疑

难、复杂或新类型案件时游刃有余。每次法律规

定发生变化或者遇到新类型疑难案件，我都会

马上学习研究，查阅大量资料并做好笔记。利用

休息时间反复推敲、加深理解。对我来说，学习

永远在路上。”黄涛说。打开黄涛的手机收藏夹，

各种指导案例和法律研究文章一篇篇地呈现在

眼前。

　　今年，黄涛撰写的某破产和解案例作为经

验交流材料，收录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工

作简报中。这让他激动不已，“民事案件是社会

转型期一些经济矛盾的真实体现，单个案件的

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行业、一个群体乃至一个

领域的突出问题，作为民事法官，面对纷繁复杂

的民事纠纷，要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与同行交

流办案心得体会，依法凭良知把案件办成铁案，

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每办一案，黄涛都要根据当事人提交的

诉状、答辩状、代理词、证据材料，结合庭审调

查，准确甄别有效证据，全面查明案件事实，

同时研读相关指导性案例，分析研判当事各

方的理由。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这样，我在

办案时才得心应手。我在法庭审理中调查的

问题、谈到的意见就会让当事人感觉这个法

官确实了解情况，作出的判决，当事人就比较

信服。”

　　“法官要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坚持第

一时间学习和掌握与审判业务相关的新修

改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时学习和领会

新知识，并应用到办案中。”黄涛若有所思

地说。

　　图① 黄涛在作判后答疑。

　　图② 黄涛在案发地走访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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