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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陈宣睿

　　

　　在广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作为年验放

量超千万人次的南粤空港国门，这里每日客流如

织，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潮中，广州出入境边

防检查总站白云边检站一群英姿飒爽的警花，她

们宛如春日繁花，在国门前自信绽放，用专业与

忠诚，谱写着“卓粤”空港的动人巾帼篇章。

“兰花”低调 静绽不凡

　　凌晨两点，执勤十队民警梁雪莹仍坚守在入

境边检大厅的执勤现场。紫外光柔和洒落，她的

指尖轻轻摩挲着最后一位旅客的护照，异样的粗

糙触感让她瞬间警觉，眉头微微皱起。

　　“流行趋势要牢记，孔码合一页对齐……”梁

雪莹口中默念着自创的前台查验“小诀窍”，这简

单顺口的口诀，是她多年查验工作智慧的结晶。

面对梁雪莹的反复询问与精准信息比对，想趁着

深夜人流稀少“闯关”的旅客最终心虚低头。

　　从警十余载，梁雪莹查验出入境旅客近15万

人次，始终保持着零差错、零事故、零投诉的完美

纪录，旅客满意度高达100%。

　　“师傅是队里的业务‘多面手’，不管什么任

务交给她，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梁雪莹的徒弟

小黄谈及师傅，眼神里满是钦佩。

　　梁雪莹始终以新人的姿态要求自己，好学好

问、勤奋记录的习惯贯穿她的从警生涯。“口岸形

势瞬息万变，时刻保持本领恐慌，才能激励我不

断进步。”身为“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

梁雪莹却十分谦逊，她说，“兰花清幽不张扬，内

敛低调、默默付出，却向阳生长，我愿自己以扎实

工作成绩映照从警初心”。

“白玫瑰”绚 专业鉴真

　　白云边检站证研室，这里是执勤三队在口岸执

勤现场的办公区域。这支女警占比超六成的队伍，

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她们的使命，是

在最短时间内精准判断每本出入境证件的真伪。

　　踏入证研室，靠墙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着琳琅

满目的出入境证件，这是执勤三队的证件样本

库，涵盖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种证件

样本，都是她们在口岸实战中一本本收集而来。

架子旁的桌案上，大型文检仪飞速运转，伪假证

件的任何细微伪假痕迹都清晰投映在大屏幕上。

　　“请帮忙鉴定一下这本证件！”何懿华接过一

线旅检队送来的证件，熟练地用拇指逐页翻看，

很快心中便有了判断。随后，她启动文检仪，不断

调整拍摄角度，鼠标在电脑屏幕上快速点击，常

光、侧光、紫外光轮番上阵，直至屏幕清晰呈现证

件伪造处。“可以确定，签证是伪造的。”何懿华按

流程留存样本，出具认定意见书，整套流程不过

20分钟。

　　对于白云边检站证研室而言，鉴定一本证件

的最长时限是30分钟。这不可思议的速度背后，

是夜以继日的沉淀打磨。孤灯相伴，与伪假证件

“死磕”到深夜，是这支巾帼队伍的工作常态。

　　白玫瑰的花语是“冷静、专业”，何懿华从事

证研工作20年，不断精进证研理论与实操技能，

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千种证件样本了如指

掌，她对电子芯片防伪机制原理的研究成果，更

填补了国内证件研究领域的空白。

　　在何懿华的榜样引领下，这个优秀集体在

2024年成绩斐然，共鉴别送检出入境证件1500余

份，查获伪假证件815份，占全国查获伪假量五成

以上，查获伪假量位居全国各边检站之首。

“向日葵”暖 传递力量

　　“何老师，您总结的快速查获伪假证件的‘侧

面突破法’要点是什么呀？”“前台遇到重点国家

证件时，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勤务间隙，执

勤十二队民警何素媛身边总有人围着，抛出实战

中的疑难困惑，何素媛则耐心一一解答。

　　何素媛业务精湛、前台经验丰富，工作之余，

还肩负着站内“业务教官”的重任。“‘师徒结对’

是白云边检站的传统，一代又一代老白云人在国

门前一对一、手把手培育‘新白云人’，让星星之

火得以延续。”何素媛说，作为业务教官，最让她

自豪的，莫过于看到徒弟们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

秀检查员。

　　身着藏蓝警服，何素媛在国门前传道授业；

换下戎装，她积极建言献策，将边检声音传递给

更多人。2025年2月15日，广东省妇女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在热烈掌声中胜利闭幕，何素媛与全省各

行各业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描绘南粤巾帼

奋进蓝图。

　　正如她在工作日志中所写：向阳盛开，真诚

温暖，发好巾帼之声，讲好国门故事，以热情温暖

之姿踏上“卓粤”新征程。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白金慧 陈琢

　　

　　原判死缓、无期徒刑或10至15年有期徒刑的

重刑犯，罪行重、刑期长，其中不少人性格偏激，

对未来悲观绝望，堪称监狱中的“刺儿头”。与这

样一群人打交道，会是怎样的体验？这可不是虚

构的影视剧情节，而是民警白雪鹏每天都要面

对的现实。他的工作，不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地管理这些重刑犯，更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改

造，引导他们从歧途走向正路，重新回归社会。

　　白雪鹏，北京市良乡监狱第十一监区党支

部书记、监区长，2024年被评为第六届“首都监

狱戒毒卫士”。在他看来，改造重刑犯要细心细

致，洞察秋毫，也得用巧劲儿化解风险，引导他

们迷途知返。

　　服刑期间，来自外界一点点的压力或者刺

激，都有可能在罪犯悲观绝望的心境中被无限

放大，甚至酿成各种严重事故。时刻绷紧安全防

范这根弦，不放过一丝一毫的风险与可能，是白

雪鹏始终如一的坚守。

　　一次，白雪鹏在监区劳动现场带工时，发现

罪犯裴某一改往日的平静，看到民警在现场巡

视眼神有意躲闪。敏感和警觉告诉从警多年的

白雪鹏：一定有事！

　　在密切关注的同时，白雪鹏随即安排其他

罪犯搜集情况。果然，有罪犯报告裴某掰断了半

个纱剪刀片藏在设备夹层里。当民警翻出刀片

摆在裴某面前时，极度压抑的裴某如实交代，因

服刑本就深感自卑的他在会见时，不经意间察

觉到姐姐流露出的嫌弃与失望，让他深感自责

和愧疚，便计划收工后将刀片藏在鞋里带回监

舍，夜里找机会割腕自杀。

　　了解情况后，白雪鹏及时与裴某姐姐进行了

沟通，得知姐姐并没嫌弃他，相反，每年他生日姐

姐都会在家里买一个蛋糕，多备一副碗筷为他庆

生，盼望他早日回家、早日团圆。裴某与姐姐的误

会消除了，放弃了轻生念头投入正常改造中。一

起罪犯企图自杀事件就这样化险为夷。

　　改造一线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管

理工作恰似“于无声处听惊雷，静水深流藏暗

涌”。罪犯宋某不认罪，而且是个信访大户。入监

以来，他一直以各种理由写信上访，并试图通过

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违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清

白。宋某喜欢记“黑账”，将对自己有利的、主观

认为自己对、别人错的一一记下来，为自己写信

提供材料。他不仅记录一同服刑的罪犯，民警的

日常执法也在其中。

　　调入监区后，白雪鹏和同事认真分析，面

对宋某尤为看重申诉问题的这一点，给监区民

警提出两条工作原则：一是对他申诉、检举、控

告等信件，依法依规，及时转递；二是转递做到

证据留存，确保去向明确，有据可查。没过几

天，原本规规矩矩的宋某开始想方设法，以看

新闻久坐腰疼为由请假逃避集体学习活动。白

雪鹏怎会不知背后的隐情，不过仍选择第一时

间将其带到医院检查。宋某被诊断为腰椎间盘

突出，但远没有达到手术的程度。对此，白雪鹏

向宋某重申，除医嘱卧床外，均需按照规定参

加新闻学习的要求，考虑到他身体确有疾病，

安排他集体学习时坐最后一排靠墙，坐不住可

以请示民警批准后站着看。这一做法既点破了

宋某想逃避学习的小心思，也充分考虑到他身

体状况，民警还告诉他监区的管理一视同仁，

对事不对人。

　　对于宋某改造中的点滴进步，白雪鹏看在

眼里，特意在监区罪犯大会上进行点名表扬。宋

某也感觉到被认可，一段时间后，他多次找到民

警说，监区的管理很规范，并不是针对谁。白雪

鹏便趁热打铁，劝导他要多检视自己的错误和

不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诬陷。自此，宋某对民

警的敌意和不信任得以释怀，也再没写过一封

状告监区民警管理的信件。

　　工作中，白雪鹏和战友们坚信，没有焐不热

的心，更没有感化不了的人。不抛弃、不放弃、不

嫌弃，亲情修复，化解矛盾。他十分珍惜每一个

“监区长接见日”，利用这个机会，他认识了每一

个前来会见的罪犯家属，日子久了，不知不觉中

便成了他们和罪犯的知心人，用心用情去聊、去

沟通，不仅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距

离，也帮他们修复了亲情关系，更可喜的是他焐

热了一个个重刑犯冰冷的心。

　　就这样，白雪鹏在一个个对罪犯的监管改

造细节中找到了巧劲儿。下班后，他时常琢磨如

何将这些“巧劲儿”分享给其他民警，共同提高

监管改造质效。一番番交流讨论过后，白雪鹏牵

头总结出的“多维度精准画像”“一人一策实施

个性化管教方案”“因势利导对重刑犯动态管

理”等工作法在良乡监狱广泛推广。

　　保安全、促改造、塑新生，一天两天三天、十

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路走来，白雪鹏和战友

们最朴实的愿望就是年年岁岁皆安稳、春夏秋

冬都平安。

白雪鹏：改造重刑犯要心细也得用巧劲儿

白云边检赞“警花”

  图① 白雪鹏对罪犯进行个别教育谈话。

           图② 白雪鹏在监区巡查，谨防出现违禁

事项。

  图① 何懿华开展证件鉴别工作。

  图② 梁雪莹为旅客办理出入境通

关手续。

  图③ 何素媛为受伤旅客办理远程

验放手续。

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供图  

□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广西法治日报》记者 蓝灿

□ 本报通讯员         梁鹏

　　

　　时隔近一个月，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崇左边境管理支

队民警小雷（化名）左后肘部、掌部的伤痕仍然清晰可见。这些伤

是他在抓捕毒贩时留下的。当时犯罪嫌疑人疯狂逃窜，慌不择路

地从铁皮屋顶跳下，为了尽快抓住毒贩，小雷从3米多高的屋顶

纵身一跃，在落地时失去重心摔倒在地，手肘、手掌均有挫伤。

　　这场发生在屋顶的惊险角逐被拍了下来。视频在网上公开

后，移民警察追击毒贩的英勇事迹获得大量网友赞许。

　　“当时真的来不及考虑那么多，只想着尽快抓到犯罪嫌疑

人，履行好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职责……”回忆起抓捕毒贩时的

纵身一跃，小雷告诉记者。

　　这个出生于1998年、参加行动时还不满26岁的年轻小伙，本

来是一名内勤民警，平时主要负责整理上报报表、材料，协助民

警开展巡逻防范、安全宣传等工作。入警以来，这是他第二次参

与抓捕毒贩，也是第一次直面毒贩。

　　大约半年前，峙浪边境派出所在日常排查工作中发现了李

某的贩毒犯罪线索。尽管李某作案手法隐蔽、戒备心强，但移民

警察们坚持不懈，终于等来他的再次行动。

　　2024年底，李某与人密谋到崇左凭祥市进行交易，但始终未

商定具体地点。尽管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几经更换犯罪地点，

由崇左边境管理支队、峙浪边境派出所及凭祥市公安局禁毒大

队组成的联合抓捕行动组仍然耐心等待，最终在获悉李某等人

将交易地点定在距离边境线不到两公里的某物流园区后，迅速

反应，部署开展抓捕行动。

　　小雷被安排在第三抓捕行动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时

间控制住李某。行动开始后，他和另外两名组员按预定路线驾车

从大门进入物流园。当时，李某正携带毒品从停车场步行前往交

易地点接头。他的警惕心极强，远远看到有车辆进门后，立即将

包裹藏匿在杂物堆中，然后佯装镇定走上楼梯，穿过一道铁门，

钻进了旁边厂房外的草丛里。

　　“各抓捕小组展开搜索，发现犯罪嫌疑人立即报警，注意安

全！”随着行动指挥部一声令下，各小组立即开展行动。

　　“我们本来离得很近，大概只有五六米远。”回忆起当时的惊

险一幕，小雷说，他持警械沿楼梯向上进行搜索，队友小华（化

名）在后跟进搜索，两人距离很近，而惊险的一幕忽然发生了。

　　小雷走上大约3米高的台阶后，看到右手边是一座厂房，厂

房外修有一条约半米宽的排水沟，沟里长着几丛杂草，左边是厂房的高墙、右边

是一堵约一米高的矮墙，矮墙外是一排平房，近处的屋顶盖着石棉瓦，远处盖着

铁皮。细心的小雷很快发现草丛有被踩踏过的痕迹，再定睛一看，李某正藏身

其中。

　　“在这里，快来！”小雷立即高声示警身后的小华。此时，李某的左面和前方是

10米高的厂房外墙，后方被小雷堵住。仓皇之下，李某选择翻越右面的矮墙，不顾

踩空掉落的危险，在又薄又脆的石棉瓦屋顶上疯狂向前逃窜。

　　小雷一边发出“警察，别跑！”的喝止声，一边紧追着毒贩，从石棉瓦屋顶一直

追到铁皮屋顶，最后从3米多高的屋顶跳下。

　　记者在抓捕现场清楚地看到，石棉瓦屋顶有多处被踏破后修复的痕迹，铁皮

屋顶的边缘也留有两道深约10厘米的凹痕，那是两人奋力起跳时踩出的痕迹。这

一跳让小雷的左手手掌、手肘都出现了挫伤，但他当时根本顾不上查看，而是立

即起身追赶，终于与围捕而来的几名队友一起抓住了李某，并在现场缴获毒品海

洛因约3.5千克。

　　从李某藏身的草丛到屋顶跳下的地点只有20多米，追击起来不过30步远。但就

是这点距离，却是险象迭生：如果毒贩随身携带凶器，被发现时不是翻墙逃窜，而是

冲过来搏斗；如果民警在屋顶追逐中踏破瓦面，不慎踩空坠地；如果民警跳下屋顶

时没有调整好姿势，头部先着地……这些意外因素造成的后果，都是难以想象的。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论面对多少危险，我们都要挺身而上！”小雷

坚定地说。

崇左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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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瑞恒

□ 本报通讯员 李洋

　　

　　“援甘工作虽然结束了一段时间，夜里

还时常会梦见碌曲县的风土人情。”近日，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高新卫在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短短6个月

的时间，碌曲县带给他的是深深的不舍和

留恋。

　　2024年4月，得知天津检察机关对口援

助的消息后，高新卫主动报名。同年5月9

日，带着单位领导、同事以及家人的期许，

高新卫来到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人民检察院。

　　这个时候，甘南的山顶虽然覆盖着积

雪，但山坡上的小草奋力向上生长，处处都

透露着欣欣向荣的景象。

　　17年前，高新卫的大学生涯在甘肃度

过，他一直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7

年后，再次踏足甘肃这片土地，高新卫满怀

兴奋和喜悦。

　　“从低海拔的津沽大地来到高海拔的

碌曲，首先要克服的就是高原反应。”高新

卫有自己的适应诀窍，把自己的动作放慢

半拍，让大脑在高原上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得知高新卫从天津支援甘肃建设，碌

曲县检察院的同事们与其交流时，同样放

慢了节奏。“他们的真诚和热情，让我快速

融入了这个新集体。”高新卫说。

　　半年的时间里，高新卫协助办理的案

件有很多。“有一件案子真的是记忆深刻。”

高新卫说，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挽救了3个

家庭。

　　那是一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陈某通

过网络骗取王某、李某十几万元，后案件移

送至碌曲县检察院。该案导致被害人王某、

李某生活陷入困顿，陈某系外地作案人员，

本人没有赔付能力。如果按照正常程序，陈

某将会被判处有期徒刑，而王某、李某无法

得到赔偿。

　　这显然不是一个最优解，那有没有更

好的解决办法？能否找到犯罪嫌疑人的家

属，赔偿被害人，得到谅解？

  高新卫多次联系陈某的父亲，得到的

回复是“已经放弃这个儿子”。

　　一次不行，就多联系几次。在高新卫的

坚持下，陈某的父亲终于来到碌曲县检察

院，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此后，经过高新卫充分的多次释法说

理，陈某的父亲答应筹措欠款，赔偿被害

人，王某、李某拿回了自己十几万元的血汗

钱。最终，被害人对陈某表示谅解，并出具

了谅解协议书。陈某的父亲为儿子争取了

从轻处罚的机会。同年7月下旬，“怀爱民之

心 办利民之事”的锦旗被送到碌曲县检察

院，这是当事人对高新卫细致工作的认可。

　　“同吃同住同办案，共同把高质效履职

理念融入案件办理，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

履职思路。”在协助办案的同时，高新卫思

考如何让“天津经验”在甘南大地生根发

芽。在他看来，与带来什么相比，留得下什

么更重要。为此，在参与案件听证、认罪认

罚工作期间，高新卫总是将天津检察系统

较为成熟的办案流程与当地工作深度融

合，为提升工作质效作出积极探索。

　　在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办理过程

中，高新卫与承办检察官在认真阅看卷宗

材料、多次提审犯罪嫌疑人后，召集宝坻区

检察院和碌曲县检察院的同事们就虚开增

值税发票案件中常见的疑难争议共性问题

共同开展探讨，在思想碰撞中进一步统一

了执法办案尺度，最终顺利将案件移送

起诉。

　　不仅如此，高新卫还和碌曲县检察院

的同事抓住工作亮点、结合群众关切，就人

们关注的防范电信诈骗、警惕醉驾危害等

知识进行普法宣传，帮助基层群众提升守

法意识；深入乡镇派出所，开展法律监督活

动，帮助规范基层执法行为。

　　6个月的时间，高新卫的专业水平、为

民服务的态度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天

津检察系统援甘的‘尕小子，发麻得很’（好

小伙，很厉害）。”

　　2024年10月底，甘南山坡上的青草由绿

逐渐变黄，山顶上的秃石也开始被白雪覆

盖，高新卫结束了援甘行程返回天津。如

今，碌曲县检察院的同事们还会通过电话

向高新卫请教办案经验。“我愿作为津甘检

察系统桥梁纽带，为服务保障受援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高新卫说。

高新卫：津检系统援甘“尕小子”

　 　 高 新 卫

（右二）与碌曲

县检察院同事

研判案情。

  天津市宝

坻区人民检察

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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