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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想把工作做得最完美”

　　说起老战友陈晋，共事14年的鄂州市戒毒所

副所长杨志勇很是佩服：“他总是想把工作做得最

完美。”

　　“2001年，他刚到看守所工作不久，我俩就‘掐’

上了，就为抢活干。”杨志勇回忆，当时陈晋管着7个

监室，还嫌不够，主动揽活。彼时，杨志勇在鄂州市

第一看守所已工作两年，陈晋是新人。两个年轻人

在工作上你追我赶。

　　管教民警为方便工作都习惯做一张工作图。杨

志勇记得，为快速熟悉监所情况，陈晋白天总拿着

一个工作本转悠，晚上还加班研究。很快，本子里多

了他自己总结的监区情况图，大到巡查路线，小到

每一名被监管人员的性格特点，都一一标注。

　　“我俩私下里一比较，还是他画的图更细致，标

注信息也更全。”杨志勇说。

　　2014年，公安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出台

保外就医新规。新规定如何迅速落实？陈晋率先找

突破，查资料、学文件，找当医生的同学咨询。他总

结了“三十八条”收押注意事项和上百种疾病的治

疗方法，在病残人员进入监所前开出“病情诊断建

议书”。

　　“慢慢地，他成了看守所的‘百事通’。我们遇到

‘疑难杂症’就找他。”鄂州市第一看守所副所长方

翠琴说。

　　2017年，因业务精湛，陈晋入选湖北省监管系

统专家人才库首批成员。

　　2021年9月，陈晋从鄂州市第一看守所教导员

调任市拘留所所长。

  在陈晋和监管民警努力下，鄂州市第一看守所

实现连续28年安全无事故，市拘留所实现连续11年

安全无事故。

　　2024年10月，鄂州市拘留所为争创一级拘留所

开始改造。同年12月，改造工作到了冲刺阶段，陈晋

连续半个月没回家。同年12月30日17时，柯玉卿到

监所巡查，两人就请医疗专家来所会诊作了探讨，

商定第二天上午由陈晋前往医院具体商谈。没想

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他总有办法解决最棘手的难题”

　　陈晋到任鄂州市拘留所所长不久，就遇到了法

院执行局和拘留所收押流程不一致问题。他积极协

调，成立以“陈晋工作室”为阵地的“信息互通、流程

优化、专业帮教、协同化解”执拘联动新模式，明确

收押标准，缩短办事流程；组织民警帮教普法，化解

矛盾纠纷。

　　2023年7月，曹某因拒不履行法院的债务清偿

判决裁定，被法院决定拘留15日。入拘留所后，陈晋

引导曹某正视问题；同时联系曹某的债权人和家

属，提出免息和分期付款的合理建议。3天后，在“陈

晋工作室”，曹某的亲属现场偿还了50万元欠款，就

余下的70万元欠款达成分期支付协议，一起拖欠5

年多的债务纠纷顺利化解。

　　2021年以来，“陈晋工作室”调解被监管人员社

会矛盾纠纷265起，收到群众致谢锦旗16面、感谢信

10封。

　　鄂州市拘留所副所长吴康与陈晋共事多年。

“他总有办法解决最棘手的难题。”吴康记得，2012

年陈晋在鄂州市第一看守所工作期间，感觉自己在

深挖余罪上遇到了瓶颈，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通

过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陈晋还带动鄂州市

第一看守所16名民警通过了国家二级或三级心理

咨询师考试。他们将心理学知识融入日常管理，攻

破被监管人员的心理防线，屡破大案。

　　今年1月，“陈晋工作室”成功调解了新年第一

起债务纠纷，陈晋创造的办法还在继续解决监所内

外难题。

  “他总把被监管人员的点滴事挂

在心上”

　　从事监管工作多年，陈晋觉得自己“有责任关

心每一名被监管人员”，对他们坚持人文关怀、亲情

帮教。

　　“每次和他去超市，不是买奶粉米粉，就是买衣

服袜子，一问就是给家里无人管的被监管人员买

的。”陈晋的妻子杨慧说，“他总把被监管人员的点

滴事挂在心上。”

　　2010年，姜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收押在鄂州

市第一看守所，不配合管教。一个多月，姜某没理过

陈晋。“有一次，陈警官故意用言语激我。我反驳说

‘我担心家里的老娘，不想说话，关你什么事’，没想

到陈警官记下了这句话。”姜某回忆。当晚，陈晋就

到姜某家。“你母亲身体没问题，你哥哥已经把她接

走一起生活。”一周后，陈晋将其母亲得到妥善安置

的信息带给他，姜某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此后，两

人无话不谈。

　　姜某到监狱服刑后，陈晋给他写了两封信，

让他安心服刑。后来，姜某表现优异，减刑一年，

2016年出狱。陈晋得知姜某在社会上“漂着”，主动

帮他找了一份工作，又督促他考取证书，以便在

职场有上升空间。“我想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

姜某说。

　　工作多年，陈晋摸索出“管教工作有公心、谈话

教育有诚心、个别施教有耐心、日常管理有细心、文

明管理有爱心”的“五心”工作法，教育感化被监管

人员1万余名。

　　“有些被监管人员回归社会后，称呼我爸爸为

‘老师’。他们觉得爸爸就像警灯一样，照亮了他们

人生的路。那一瞬间，我觉得爸爸的工作很有价

值。”陈晋的女儿陈安琪说。

　　1月11日，陈晋的骨灰被运到老家安置。有4批

曾经的被监管人员，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从警26年，陈晋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三等功

各2次，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全国

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警”……

　　这些荣誉，是对“人民的好警察”的生动注脚。

　　

　　图① 鄂州市拘留所所长陈晋。

　　图② 陈晋生前与被监管人员谈心谈话。

鄂州市公安局供图  

  那那盏盏照照亮亮人人生生路路的的““警警灯灯””，，熄熄了了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宇哲

　　

　　浙江省嘉兴市的南湖景色秀美，从全国各地

慕名而来的游客瞻仰红船、欣赏风景，用各种摄影

摄像设备记录着眼前瞬间，其中就有未提前进行

飞行活动备案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的情况。

　　1月2日，南湖空域突然出现了一架信息未知

的无人机。“呼叫指挥中心，南湖水域上空出现‘黑

飞’情况，现将位置信息回传。”嘉兴市公安局南湖

区分局七一派出所副所长唐杰凡确认正在飞行的

无人机没有在当天的备案信息里，立即抓起对讲

机：“这里是指挥中心，已将目标位置信息发送，巡

逻力量立即赶往搜寻。”路面巡逻警力在唐杰凡的

指挥下，分两组开展任务，一组快速处置无人机，

使用专用设备将无人机驱离，使其回到起飞点，一

组在路面寻找飞手。从警情发生到任务完成，整个

过程不到8分钟，迅速阻止了违规飞行行为。

　　唐杰凡是南湖区公安分局无人机管理技术研

发、应用最全面的民警，他和同事一起开发了“安

心飞”无人机管理平台，把无人机飞行申报、飞行

区域管理、无人机全生命周期管理从线下搬到了

线上，大大方便了广大无人机飞手，同时也提升了

空域管理的便捷性、安全性。

　　说起无人机，唐杰凡总是津津乐道，似乎有着

讲不完的故事和分享不尽的技术，爱思考、爱分享

的精神，也让他成为了嘉兴市公安局的中级兼职

教官，向公安内部相关技能人员传授经验。

　　2024年，唐杰凡凭借优秀的技能素养成为了

“嘉警人才·南湖驿站”副站长。在利用业余时间管

理人才驿站的同时，他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无人

机操作和管理技术分享给物业公司、安保人员，助

力他们科学管理景区、园区中出现的无人机，给游

客带去更好的游玩体验。

　　唐杰凡与无人机的结缘是在2018年。“那时有

一次机会去参加全市的警用无人机培训，从小我

就喜欢玩飞行游戏，对天空也很向往。”他争取到

了名额，参加了那次培训，拿到了警用无人机驾驶

证，后来又考取了民用无人机驾驶证。

　　2020年，分局开始组建无人机专业队，但当时

还缺乏技能素养较高的教练。为此，唐杰凡召集无

人机义警队的专业飞手，对他们进行培训。作为分

局无人机专业队总教练，唐杰凡根据队员的实际

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培训课程，并对他们进行系统

性训练。最终，在全市警用无人机比武中，分局无

人机专业队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过去无人机主要用于航拍，随着通信技术发

展加快，无人机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

我们警务领域，无人机有大作用。”唐杰凡说。

　　“警航1号呼叫指挥中心：西北方向有一名犯

罪嫌疑人准备过河逃窜，请地面警力速去拦截。”

唐杰凡参与侦破的一起案件就是无人机应用的典

型案例。2020年夏天，分局摸排到一条线索，辖区的

一片树林里存在一个露天赌场，有专人把守，地面

侦查很容易暴露。于是，唐杰凡操控无人机进行了

高空侦查，通过空中视角，摸清了地形与人员状

况。在后续抓捕行动中，无人机俯瞰全局，对目标

实时定位追踪，为指挥部提供最及时、准确的信

息，方便了指挥部对现场警力的调度，为这次抓捕

行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民间有很多无人机高手，他们理论丰富、技

艺高超，很多是我的朋友和老师。”2019年，分局将

红船义警队伍纳入专业力量，唐杰凡组织无人机

爱好者组成了无人机义警巡逻队，这支队伍也成

了嘉兴南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除了平日里队员之间交流切磋技艺，这支无

人机义警巡逻队也承担了反诈、防疫、双禁等空中

宣传，以及航拍、巡逻等一些群防群治工作，义警

队员们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各公共场所、小区等

进行消杀，在疫情防控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与义警的接触中，唐杰凡了解到无人机升

空备案成为群众日常比较困扰的问题，于是，他和

分局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研发出了“民用无人机驾

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服务系统”。2021年1月，这

款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群众用手机拍照上传相

关材料即可进行备案，有了一个更为便捷的掌上

备案渠道，大大提升了无人机飞行备案的效率，让

无人机升空更加规范。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在警

务领域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会苦练技

艺、拓宽领域，逐步加强我们的空中警务力量。”唐

杰凡说。

□ 本报记者 申东

　　

　　回望10余年的办案路，尤其是近5年的法庭

工作经历，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民法院将

台堡人民法庭庭长袁学文告诉《法治日报》记

者，将台堡是红军长征三军胜利会师的地方，在

乡村振兴新长征路上，将台堡法庭将发挥基层

社会治理桥头堡的优势，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守正创新，护卫一方安宁。

　　袁学文曾先后获得优秀法官、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公务员、全区最美基层法官等荣誉称

号，带领将台堡法庭获得第一批全区“塞上枫桥

人民法庭”称号。

守住老百姓钱袋子

　　“老乡们咋就不签合同呢？”看着一份份诉

状，愁坏了袁学文。

　　将台堡法庭辖区内的兴隆镇单家集牛羊交

易市场，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

肉牛贸易给单家集村民们打开了致富门路。

　　去年5月，养殖户马某等多位村民因未签订

合同而吃了哑巴亏。“代办”单某在单家集牛羊

交易市场以先赊后付的方式收购肉牛，肉牛发

往外地且款到后，单某却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

养殖户的卖牛款。

　　“老乡们的心血一定要追回来！”袁学文对

养殖户坚定地说。他带领团队多次走访调查，与

公安机关等多部门联动，终于帮乡亲们追回了

100余万元。

　　去年9月6日，在兴隆镇第十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袁学文作为人大代表，针对

规范贸易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严格管理交易

员，形成交易员退出机制，确保农户合法收益及

时兑现。

　　袁学文秉承着对案件“审结跟进一步”的办

案原则，案件判决或调解后，主动回访，通过判

后释法、释疑，提升案件服判息诉。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袁学文告诉记者，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唯一途

径，法官不能只是纯粹的裁判者，还应当是矛盾纠纷的化解者，社

会和谐的促进者，更要做提供基层治理和多元解纷的方案者。在司

法工作中，怎样将“如我在诉”的理念带入司法实践，贴近群众的公

平正义需求？这是袁学文经常思考的问题。面对新变化、新挑战，他

坚定地走上了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既用巧思，又抱拙劲，化繁为简、

解难纾困。

　　为了让工作更有实效，袁学文参与编制了《兴隆镇“塞上枫桥”

基层法治工作指导手册》。作为创新机制的“桥梁”搭建者，袁学文

积极推动多元解纷机制的落地实施，并积极参与党委、政府领导的

基层治理大格局，为解纷机制的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去年开春，袁学文接手一起涉及46户农民的土地租赁合同纠

纷案，经过多方了解情况，他认为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单一，当

事人只是对付款时间有争议，可以采用“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

方式处理该系列案件。在征询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袁学文联

系当地调委会形成合力，迅速组织当事双方开展调解工作，成功化

解矛盾，解除了土地租赁合同的农户有的继续将土地流转，有的自

己耕种，没有耽误农时。双方当事人都对袁学文的办案效率和认真

负责的态度给予了肯定。

事心双解化解纠纷

　　作为一名基层法官，袁学文始终铭记办案子不仅要依靠法律

的力度，还应传递司法的温度，只有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解

决实际困难才能真正诠释法官的担当与责任。

　　2022年9月，王某为马某制作铝合金门窗并进行安装。马某虽

支付了部分门窗款，但因王某所装门窗门锁打不开而拒付剩余款

项，王某以马某违约未先付全款而拒不修理门锁。僵持期间，马某

骑摩托车找王某理论，争执中，王某对马某随口说“你若不给钱就

把车留下”，马某顺势把摩托车放在了王某店前，后步行回家。双方

矛盾经当地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无果后，王某和马某先后将对方诉

至将台堡法庭，王某要求马某支付剩余门窗款，马某要求王某修理

好门锁、返还摩托车并赔偿损失。

　　袁学文作为案件承办人，考虑案件的关联度及减少当事人的

诉累，决定现场实地查看。尽管双方对立情绪很大，但他认为，想要

“事心双解”就必须去现场了解矛盾的真正症结所在。安抚好双方

情绪后，组织双方当事人到场查看门锁安装具体问题，并让王某亲

自试开门锁，结果，门锁还真打不开，袁学文借机指出了门锁没有

安装好的过错，并要求王某现场解决问题。

　　“不应该赌气把摩托车留在王某店前，扩大损失对谁都不好，

维权要理性，买卖更要讲诚信。”袁学文在等待王某回店里取修锁

工具时劝说马某。

　　马某对赌气留放摩托车一事，表示愿意自行取回且不向王某

主张损失，并允诺锁当天能修好，立即支付余款。在马某取回摩托

车期间，王某修好了门锁，马某当场验证门锁是否完好，随即结清

了余款。

　　双方当事人在撤诉申请上签字，离开现场时，两人对袁学文

说：“你处理事情公道，没有偏向任何一方，是个好法官。”

　　“法律的背后是一个个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司法案件，案件

的背后是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故事背后是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和

柴米油盐。只要法官在工作中做到了细心、耐心和诚心，唤起当事

人的顺心、舒心和放心，什么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袁学文说。

□ 本报记者   刘志月 刘欢

□ 本报通讯员 杨保华

　　

　　“这怎么可能！”接到医生电话时，湖北

省鄂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支队长柯玉卿如

遭晴天霹雳。他不敢相信，前一天还和他讨

论工作的战友，就这样走了。

　　2024年12月31日早上，鄂州市拘留所

所长陈晋前往医院商谈医护人员来所会诊

事宜，路上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医治疗，

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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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唐杰凡操作无人机进行水面巡逻。

  图② 唐杰凡与义警巡逻队的队员探讨

无人机的使用。

  图③③ 唐杰凡在组装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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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袁学文（中）向西吉县兴隆镇养牛大户了解养殖情况。

西吉县人民法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