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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志月 

□ 本报通讯员 杨奎

　　

　　娇小身躯、温暖笑容，说起话来绵绵细细。

在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街道象山社区，群

众和干部都喜欢跟这位看起来有点“柔弱”的

小女子打交道。她就是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局

泉口派出所象山社区民警简翟。

　　今年36岁的简翟，从警15年一直扎根在为

人民群众服务的基层一线。2023年、2024年，她

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市公安机关“十佳社区民

警”，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

　　“社区民警或许没有勇斗歹徒的惊险故

事，但只要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说

公道话、办公道事，多为群众着想，就能得到群

众认可、支持。我的面子是群众给的。”简翟说。

“简护卫”

　　庙岗岭68号，是象山社区一处没有物业管

理、没有主管部门、没有人防物防的“三无小区”，

治安状况复杂，且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

　　在简翟看来，社区民警要担当起社区治理

“10号球员”的重任，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简翟积极争取街道、社区支持，完善了这

一区域公共视频监控建设。她上门入户走访，

常态化进行“两实人口”、流动人口信息核查，

了解居民动态信息；她带领社区“红马甲”义务

巡防队，联合居民开展夜巡，共同维护辖区治

安秩序。

　　如今，庙岗岭68号视频监控覆盖率已达

95%，可防性案件逐年下降。

　　“多破案不如少发案。”简翟以“止于未发、

化于萌芽”的工作理念积极践行主动警务、预

防警务。她定期梳理可能存在的治安乱点和治

理盲区，以警民恳谈会、茶话会、网格议事等形

式，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治安建设。

2023年4月，简翟牵头组建了由400余人组成的

社区警务团队，开展入户走访、法治宣传、隐患

排查、矛盾调解以及治安巡逻等工作，积极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2024年，象山社区刑事、治安案件数同比

分别下降85.7%、56.6%，警情数下降77.4%。

“简老师”

　　2023年6月，荆门市首个校园“反诈工作室”

在荆楚理工学院落成，简翟成了同学们口中的

“简老师”。

　　在荆楚理工学院“反诈工作室”，简翟带着

“小荆说反诈”“线上反诈课堂”“反诈小视频”

等栏目以及百余次的反诈宣传培训，引导师生

开展反诈微视频创作大赛、创建“无诈班级”、

举行反诈书画大赛。

　　涉高校师生电诈案件100%见面处置，这是

简翟给自己定下的“底线”。

　　简翟在摸排分析、总结提炼基础上，积极

在校园内建立“3+X”反诈工作格局：“3”指警

力、学院专职保卫力量、各院系辅导员；“X”指

志愿者、学生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社区工作人

员等一系列参与校园反诈的群防群治力量。近

两年来，她亲力亲为预警劝阻200余人次，其中

紧急、高危人员20人次，直接挽损80余万元，牢

牢守住了师生的“钱袋子”。如今，简翟的校园

反诈工作经验已在东宝辖区全面推广，辖区

“反诈联盟”成员单位电诈案件发案数2024年

同比下降76.3%。

　　对已经走上新工作岗位的社区康复人员

牛某来说，简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人生导

师”。为了帮助牛某彻底与毒品告别，简翟倾注

了无数心血：定期见面，了解其生活、工作情

况；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积极帮他寻找工作，

助其重返社会。

　　“是简翟姐让我的生活又重新充满希望。”

牛某说。

“简妙手”

　　解开社区千千结，得有妙手回春力。在简

翟看来，社区警务更多是要做好社会关系修

复，这就需要社区民警有一双拥有“回春力”的

“妙手”。

　　“‘简妈妈’，你看我今天美术课的画好不

好看？”辖区一小学学生小丽一出校门就奔向

简翟，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丽父母离异，父亲服刑，母亲多年杳无

音信，自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只要没有其他

工作任务，简翟总会在放学时到校门口将小丽

接到社区爱心驿站，陪她看书、写作业，直到小

丽的爷爷下班再将她接回。暑假爱心托管班、

周末作业辅导班、逢年过节的书本和衣物，简

翟就是小丽心中的“爱心妈妈”。

　　“聊”透情理法，巧解群众“千千结”。社区

工作千头万绪，简翟总能从小处入手、于最深

处倾听群众的诉求与烦恼，以柔中带刚的韧劲

有力有效地化解纠纷、修复关系。

　　今年年初，辖区两位居民因矛盾升级引发

持械打架。该纠纷历时已久，虽多次调解但一

直未能彻底解决。简翟联合街道、社区干部、双

方近邻亲友等一趟趟登门走访、一次次耐心沟

通、一项项梳理化解方案，坚持法、理、情并用，

经过近3个月30余次的对话沟通，促成双方达

成共识，化解心结消除积怨。

　　社区矛盾纠纷量多面广，简翟创新矛盾化

解“五必做”，即“常态排查、建立台账、及时办

理、反馈结果、满意回复”，用心、用力、用情

答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卷”。与此同时，简

翟联合街道积极开展非警务类警情分流工

作，主动对接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0余起，化

解73起，化解率达90%以上，真正使“矛盾

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社区警务室是派出所服务群众的

‘神经末梢’，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办好做实。”简翟总是这样说。寻找走

失的老人、引导居民避免电信网络诈

骗、处理居民“家、邻、情、债”纠纷、

困难人群帮扶、强化小区基础设施

建设……铁脚板和好脾气的简翟

帮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已有7 0 0

余件。

　　社区警务室里10多面锦旗、20

多封感谢信，记录了简翟与居民

们守护与感谢的“双向奔赴”。

　　

　　图① 简翟与社区干部开

展隐患排查。

　　图② 简翟在社区开展

普法宣传。

　 　 图 ③  简 翟 接 小 丽

放学。

　　图④ 简翟在荆楚

理工学院开展“禁毒+

反诈”宣传。

  荆门市公安局

供图

简简翟翟：：
““十十佳佳社社区区民民警警””的的面面子子是是群群众众给给的的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廖才立 陈林

　　

　　铁路，作为连接家与远方的关键纽带，承

载着无数人的归乡情感，在这条情感动脉上，

南宁铁路公安局北海公安处五象南站派出所

线路民警刘欣，不仅用脚步丈量铁路，更以画

笔为媒 ，沟通沿线各民族群众 ，守护春运

之路。

　　刘欣的工作地点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

宁市良庆区大塘镇，这里山清水秀，民族风情

浓郁。然而，工作中面对大塘镇太安村聚居的

民族群众时，来自北方的他，却因为语言不通，

常常感到沟通的困难。

　　“要把这条高铁管好，就要跨过语言这道鸿

沟，走进群众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苦与乐，当他们

发自内心接纳你以后，很多工作就很好开展了。”

刘欣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当初自己为沟通问题

苦恼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进了当地的一所

小学，看到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画笔描绘着心中

的世界，那一刻，他仿佛找到了答案。

　　“画画，不正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吗？”刘欣

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便拿起画笔自学起来，

用水彩画这种艺术形式，搭建起与民族群众沟

通的桥梁。

　　春运期间，铁路沿线的安全宣传尤为重

要。刘欣深知，要想让安全知识深入人心，就必

须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于是，他结合春运特

点，将自己的绘画天赋与铁路安全宣传相结

合，提前将春运期间铁路安全知识和反诈案例

一一呈现在画纸上，创作出一幅幅生动的水

彩画。

　　“铁路长这样，上面的高铁跑得飞快。那个

是接触网，电线带强高压电，人一触碰就电焦

了！”刘欣一边指着画中的元素，一边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群众解释着。这样的宣传方式，不

仅让群众对铁路安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更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民警的温暖与关怀。

　　在与群众的交流中，刘欣还发现了辖区内

瑶族群众的独特风采。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

画笔，为他们画出一幅幅生动的水彩画，展现

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个性。通过这些画作，刘欣

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安全知识和瑶族文化，

更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刘欣的画笔，不仅绘出了铁路沿线的美丽

风景，更绘出了民族团结的和谐画卷，在每年

春运这个特殊的时期，刘欣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刘欣还用自己的画

笔，将铁路安全与反诈宣传等安全知识与当地

的“圩日唱山歌”“四年回娘家”等民族风俗和

节日相结合，用艺术的方式提高了群众的安全

意识和防范能力，营造爱路护路氛围，共筑平

安铁路。

  图① 刘欣向群众开展反诈宣传。

  图② 刘欣在创作宣传画。

  图③ 刘欣手拿画和宣传册给学生仔细

讲解。

廖才立 摄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秀舟

　　

　　年轻时的他曾是一名优秀的法医，

1991年他进入秀洲法院工作，后自考上法

律本科。在秀洲法院的33个年头里，他一直

在审执一线工作，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

再到一名员额法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青丝熬成了白发。

  他就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法官李仁华。

　　李仁华承担着庭里涉知识产权、食药

环类、经济类犯罪等大量繁杂、疑难、新型

案件，工作量很大。2024年至今，审结刑事

一审案件185件，刑更案件1件，未结案的还

有13件。

　　刑事审判生杀予夺，是剥夺他人人身

自由甚至生命的裁判。作为刑庭的法官，李

仁华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责任心。“责任

心，要求我们在办案中，要严把每个案件的

质量关，公平、公正，真正使当事人信服。”

“我们刑事条线的工作，对制度和规范有着

更为严苛的要求，对于法官的严谨细致也

有着更高的要求，是一个高度考验责任心

的地方。”话语间，听得出他的谦虚，看得见

他的坚定。

　　“慎独、慎微、慎言、慎行”是李仁华的

座右铭。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法官既

是公正无私的，也是清正廉明的。庭里的同

事都亲切地称他为“李老师”。

　　“把刑事审判工作做得更好，为维护社

会公平尽微薄之力。”平凡的话语里凝聚着

李仁华不平凡的情怀。

　　前些年，长期伏案工作的李仁华出现

了腰椎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高大的他都

是站着写判决书。李仁华是一个十分低调

谦和的人，他自嘲作为一个理科生不善言

辞。但若是你问起他关于审判工作的想法，

他会很乐于分享。

　　谈起令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件，李仁

华讲起了2014年8月办结的一起故意伤害

案。在油车港有一对兄弟，两人比邻而居

却关系不和20余年。因为琐事弟弟将哥哥

打成重伤，自己服了100片安眠药自杀，后

被抢救过来，两家人为此闹得劳民伤财，

精疲力竭。诉至法院后，为促使双方和

解，李仁华走访乡村寻求帮助，为兄弟俩

进行了20多次调解，每次调解至少半天，

同时为哥哥申请司法救助，最终弟弟心

甘情愿对哥哥进行赔偿。支付赔偿款后

的弟弟身无分文，还是李仁华和庭里同

事一起凑钱让他们一家人打车回家。李

仁华说：“我希望尽全力做到兄弟俩过往

多年的积怨随着案件的审结彻底画上句

号，兄弟双方也向我们作了保证，调解之

后不会产生新的矛盾。”

　　作为刑事审判庭的法官，李仁华把事

实与证据当作案件质量的生命线，认真审

查，不放过任何疑点，做到不枉不纵，公正

司法。

　　在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时，当事双方

为10元赌资互殴，造成被害人颅脑重度损

伤。3名被告人分为3个案件先后提起公诉，

李仁华一审判决后3名被告人都提出上诉，

二审维持了原判，共历时3年。

　　这个案子由于前期取证不全，李仁华

实地走访现场，反复观看监控录像一百多

遍，将被害人、被告人、多名证人的每句话

与监控视频反复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只为查清案件中到底是谁用砖块击打

了被害人头部这一事实。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一名证人与其中一名被告人是发

小关系，因碍于情面没有如实讲述现场看

到的情况，经过李仁华的教育，证人终于说

出了实情。

　　李仁华的书记员说，自己从李老师的

身体力行中感受到他对工作的极度细致与

认真。他常常因为当事人的量刑问题反复

斟酌，确保量刑的精准，连检察官们都说，

李法官太较真了。

  图① 李仁华查阅卷宗。

  图② 李仁华指导年轻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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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以笔为媒的“画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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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华：
“太较真儿”的刑事审判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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