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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中全
□ 本报通讯员 孙罡
　　
　　清晨，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范围降雪的长白山南麓
无人区云雾缭绕、万籁俱寂，一片宁静而壮阔，日光虽
暖，却难掩空气中依然刺骨的那份寒意。远处，吉林长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的巡逻队伍“闯”入
了这幅冬日的山水画卷：他们正顶着严寒，踏着齐腰深
的积雪巡查边境。大家你推我拉，喊着口号，一点一点
向着目的地前进……
　　带队的民警叫黄义，是横山边境检查站的政治教
导员。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川娃子”，却在这条风雪巡
边路走了19年。

组合查缉法识破“双簧”计

　　横山边境检查站位于长白山南麓的无人区，扼守
在进出长白山南景区的咽喉要道，辖区总面积600平方
公里，海拔1600米至2690米，那里山高林密，一年有9个
月被大雪覆盖，是吉林省辖区面积最大、条件最艰苦的
边境检查站之一。
  横山边检站主要负责边境巡逻、维护景区秩序、检
查往来人员及车辆。近年来，长白山旅游的“金字招牌”
愈发闪亮——— 2024年，长白山主景区共接待游客340.9
万人次，同比增长24.1%。持续增长的旅游人数，在给当
地经济带来发展红利的同时，往来人员身份更加复杂，
给查缉工作带来更大压力。
　　2024年9月24日，黄义正在卡点对过往车辆进行查
缉，当检查到一辆轿车时，车主神色慌张，不停地向后
张望，职业的敏感，让黄义断定这辆车一定有问题，但
经过仔细查验，却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黄义在放行
此车之后，交由同事继续开展查缉，自己则来到高处严
密观察后面排队的长龙。果然，车流中有一辆轿车正在
一点点地倒车，试图驶离。
　　黄义当机立断，立即通过对讲机让同事拦住了这
辆轿车，最终在车底暗格发现了30余公斤违规采摘的
珍稀野生药材红景天。
　　“这是违法犯罪分子为了蒙混过关用的手法，一车
在前报信，一车在后观望，我们管它叫‘唱双簧’，我们
每年都会查处多起这样的案件。”黄义说。
　　横山边境检查站的民警们能够成功查处这类隐蔽
性强案件的“底气”，源自在长期实战中不断摸索总结
出的“五看四查三问”组合查缉战法，涵盖轿车、货车、
客车等常用车辆。2019年以来，黄义带领民警先后抓获网络逃犯5人，直接
或协助有关部门抓获非法盗猎采摘者50多人。

挖掘积雪下的界标是“必修课”

　　每到长白山进入冬季，漫天大雪会覆盖山上的一切，唯有一座大理石
标志物屹立于风雪之中，这就是34号界标。
　　2024年12月3日，黄义与刚刚分配到该站的国考招录新警刘明远、吴
华杰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3人在一处积雪堆附近下了车。黄义对刘
明远和吴华杰说：“这里就是34号界标处，界标是我们祖国领土和主权
的象征，我们必须把它显露出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是中国的地
界，寸土不让！”说罢，黄义带着刘明远、吴华杰开始挖掘被雪埋没的
界标。
　　随着界标逐渐显现，继续用铁锹挖掘容易划伤界标，于是大家一同跳
入雪坑，用双手刨着积雪。最后，他们又摘掉手套将界标上的浮雪小心地
拭去……
　　自2014年横山边境检查站建站以来，积雪之后挖掘界标成为一代代
民警们的“肌肉记忆”。每年新警到该站报到后，积雪之后挖掘界标也是教
育引导他们坚定卫国戍边信念的“第一课”和“必修课”。
　　守护界标是民警们深埋心中的使命，救助群众则是他们重要的职责。
横山边境检查站营房里，铁锹、麻绳、担架、氧气瓶等救援设备摆在了便于
快速拿取的位置。
　　“个别游客、少数驴友会因为好奇踏足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地带，
进而迷失方向。到了冬天，游客的私家车又容易因厚厚的积雪陷入其
中。因此，我们得经常与时间赛跑开展救援。”黄义解释了这样做的
原因。
　　19年来，黄义和同事们共救援车辆140余辆、人员330余人，抢救回6名
面临生命危险的群众。横山边境检查站的荣誉墙上挂满了来自全国各地
游客送来的锦旗和感谢信，见证了民警们一次次挑战身体极限的生命
救援。

“闽妹子”陪“川娃子”守边关

　　黄义的妻子王荣香是一名“闽妹子”，两人于2011年结婚。婚后，两人
一直两地分居。2015年，为了能让孩子经常见到父亲，同时也为了支持黄
义的戍边事业，王荣香毅然辞掉了公务员工作，跨越3000余公里追随黄义
来到遥远的长白山边陲安了家。
　　2016年11月，王荣香进入了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锦江社区从事社会
工作，夫妻俩开始针对留守学生无人看管问题推出了假期公益性志愿服
务项目。自2017年起，他们每年都会利用寒暑假举办“缤纷一夏”“暖在今
冬”公益托管班，让留守学生有专门场所学习生活，并开展安全、心理健
康、红色文化等知识讲堂，有效避免了留守学生无人看管问题。如今，该项
目已经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创建的特色品牌之一。
　　黄义和王荣香夫妻俩还分别通过了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中级社
会工作师资格考试，黄义被锦江社区聘请为法律顾问后，与王荣香共同成
立“夫妻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以“警社”联动方式化解居民矛盾纠纷，助
力文明社区建设。2019年至今，夫妻二人共调解矛盾纠纷案件59起，涉及
金额69万余元。
　　因工作出色，黄义先后荣立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实际上，黄义曾有
过三次机会离开长白山回到家乡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山区再偏
远也是国家领土，国就是家，边境就是自己家门口。”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齐眉刘海，瘦小个头，衣着朴素。这是浙江省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马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党总支书记马国琴给《法治日报》记者的第一
印象。
　　23岁当上妇女主任，30岁当选杭州市第八届
人大代表，52岁担任马溪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如今，66岁的马国琴，依旧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扎
根乡土，带领经合社推动乡村振兴、守护一方
平安。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每一件事我都
必须做到不留遗憾才行。做好每件小事，就是我
的人生大事。”马国琴笑着告诉记者。
　　走进马溪，一幢幢排屋、公寓楼整齐美观，路
边各式各样现代化店铺有序营业，但原先这里只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 马溪村，马国琴就
是土生土长的马溪人。
　　2006年9月，马溪成为临安区首个被列入新
农村建设试点的“城中村”。2017年，马溪路以东
占地面积248亩，涉及拆迁户492户的区块被列入
临安区城中村改造的重点实施区块。工作开展
前，身为马溪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现马溪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的马国琴就领到了属于自己的责任
清单。
　　城中村改造本是好事，但部分村民想拆迁又
有顾虑，签了约又有新想法，各类因分配问题导
致的矛盾纠纷也时有冒出。
　　“我作为基层干部理应做好信息员、宣传员、
调解员，为群众争取最大的利益，给大家吃上定
心丸。”马国琴说。
　　那时，为顺利推动村子改造，马国琴带领党
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作。马溪居委会共
有500多户村民，有的十分配合，也有人态度激
进，但马国琴并没有因此退缩，告诉村民：“我会

陪着你们，你们要相信我。”她以真心换真心，打
动了村民。
　　一次，马国琴骑着电瓶车去村民家的路上，
不慎与人相撞并骨折，落下了腰伤，至今也没有
痊愈，成了跟着她一辈子的老毛病。“这都是小
事。我就没想过放弃，一定要尽全力去做。”马国
琴笑着说。
　　提到马国琴的名字，村民郑阿姨说：“大家有
什么困难都愿意找她，她都会帮忙。哪户人家有
人生了病、遇到困难，她总是第一时间上门去看
望帮忙。”
　　马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班子成员陈胡斌说：
“一点不夸张地讲，马书记的群众基础非常厚实，
每次跟着她出去，都能学到很多。”
　　2008年，马溪科技孵化基地正式开工。通过
盘活土地、建设厂房、集资开发，该基地引来不少
企业相继落户，既促进经济发展，也解决了一部
分人的就业问题。为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马国
琴带领原马溪居委会成立马溪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在土地流转、村民分红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
用。如今，人人都住上了漂亮干净的楼房，每年还

有稳定的分红。
　　“马溪能发生这样的改变，有一个好的带头
人，班子凝聚力强，这是主要原因。”锦北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黄祝华告诉记者。
　　翻开相册，“杭州市农家女能手”“杭州市‘三
八’红旗手”“优秀村干部”……一张张不同年份、
不同奖项的奖状记录着马国琴扎根基层40余年
的荣誉与成就。马国琴最自豪的是，1995年赴北
京参加全国供销系统代表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接见。
　　19岁，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马国琴就已经
一头扎入了基层工作。如今的马国琴，脸上已有
了岁月的痕迹，但说话铿锵有力、步伐依旧坚定
无比。
　　从扛起基层担子的那一天起，家庭便成了马
国琴生活中时常忽略的那一部分。马国琴的儿子
小马开玩笑称：“我妈就是管村子不管我的，我上
学时都没给我送过一次伞。”“我只能把自己的小
家甩掉。”马国琴笑着说。
　　马国琴常常顾不上家里。种地、看管孩
子……这些大小琐事便需要马国琴的丈夫一人

扛起。后来，丈夫因病早早过世，这成了马国琴心
里永远的遗憾。擦掉眼泪，马国琴继续带领着团
队奋战在平安、共富一线。
　　马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第一支部书记郑
立新是最早跟着马国琴干工作的人，和马国琴
也早已如同亲姐弟一般彼此熟悉了解。“跟她
打交道这么多年，我知道她这个人说一是一，
说二是二，不仅办事公正，为人也很认真。街道
分配下来的工作，她总是第一时间完成。”郑立
新说。
　　G20峰会在杭州举办时，作为杭州后花园的
临安严抓辖区治安状况。马国琴以实际行动践行
“守土尽责，誓保平安”。每天，她都带领着团队在
辖区内巡逻，仔细查看每一处建筑、每一条小巷，
与居民、商户深入交流，收集信息。
　　许家弄狭窄逼仄，外来人口集聚，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马国琴立刻联系消防、公安、城管等部
门共同排查整顿，规范出租户管理，进一步消除
潜在风险，维护了辖区的安全。她也因此荣获杭
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服务G20杭州峰会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李进
　　
　　“终于找到了，这些数据显示购进原材料情况
异常，明显不符合市场交易规律。”看着电脑屏幕
上显示的数据筛查结果，王安激动地用手连拍了
好几下桌子，喊来同事分享这个好消息。因为这些
数据对于他们正在办理的一起涉农虚开增值税案
件至关重要，为该案侦查打开新的突破口。
　　今年39岁的王安是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经
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从警17年的他，已成长
为全省经侦战线上有名的“数据猎手”，善于从纷
繁复杂的账目中寻找蛛丝马迹，从浩瀚如烟的数
据中锁定幕后嫌疑人，从成万上亿条银行记录中
追踪赃款去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经侦大案
要案。

主动出击寻找案件线索

　　王安在大学攻读的是计算机专业，于2008年
考入宿州公安，先后在派出所、科信部门历练。5
年后，王安加入了经侦队伍，将专业优势融入办
案需要。
　　“当时，经侦部门提出了数据化实战的工作
思路，要变坐堂等案为主动出击，从数据中找到
案件线索，解决经济犯罪发现线索难问题。”王安
回忆说。
　　如何主动出击？王安与同事进行了多种尝
试，比如调取部分行业数据，通过对比分析找到
一些异常点，进行深入研判；在网上以“关键字”
形式，搜索相关信息，从中挖掘案件线索，慢慢积
累数据化实战的经验。
　　2018年，王安主办了一起网络传销案，传销
组织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兜售“三无产品”，
欺骗参与者交纳高额费用。面对复杂的案情，王
安通过对网站数据的精准分析，迅速锁定涉案犯
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和全国4.6万名传销参与人，
冻结非法获利资金2000余万元。
　　2020年以来，在全国税务、公安机关联合开
展的“百城会战”打击涉税犯罪专项行动中，王安
通过对全省涉税犯罪案件的分析研判，将打击重
点锁定为浙江台州籍、广东饶平籍暴力虚开犯罪

团伙。他带领团队相继打掉职业犯罪团伙28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145人，为国家挽回税款损失2.7
亿元，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研发工具精准打击犯罪

　　“过去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主要靠经验，但随
着犯罪手段的专业性、隐蔽性增强，仅凭经验往
往难以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相，凭肉眼也无
法对海量数据进行准确分析，只有通过数据工具
和研判模型，才可以快速锁定异常线索精准打击
犯罪。”王安说。
　　在打击保险诈骗专项工作中，王安敏锐地发
现，为犯罪分子提供服务的某汽修公司处于整个
犯罪链条的核心环节。如果仅打击实施保险诈骗
的人员，不打击参与保险诈骗活动的某汽修公
司，则无法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难以从源头上
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
　　于是，王安围绕某汽修公司的业务规律，创
新性提出通过税务部门的发票数据破解线索发
现难题，研发出某专业“探查工具”。据了解，这一
工具累计服务安徽省公安经侦部门发现案件线
索583条，立案打击犯罪团伙102个，为保险公司
挽回损失2000万元。2021年8月，该工具被公安部
经侦局列装并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使用。同年10
月，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组织的“智慧公安我先
行”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专项活动中，荣获全

国优秀奖。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绩，但王安深知，必须
与时俱进，不断钻研，提升技术能力，才能在“数
据战争”中占据主动。作为“安徽省经侦部门精英
研判团队成员”，王安全程参与安徽省违法犯罪
资金查控平台的调研建设和运用工作。他结合多
年案件侦查和数据分析经验，负责研发的资金串
并比对、流向追踪等功能模块，在涉案资金分析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资金查控平台已
成为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案件分析、追赃追捕的核
心业务平台。
　　在公安部经侦局举办的全国专项大比武活
动中，王安牵头的研判课题先后获得2020年涉税
领域、2023年数据穿透领域全国第一名。

成立工作室开展专项研判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2023年3月，宿州市公安局成立了“王安数据导侦
工作室”。这是安徽经侦部门首个经省厅挂牌成
立的个人工作室，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各类专项研
判，利用科技创新优势资源与相关经济领域宏观
数据分析，定期输出数据产品服务全警种。
　　工作室成立没多久，王安就带领团队破获了
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通过利用专业模型
分析，发现安徽某皮革公司在短短两年内开具了
806万张牛羊皮的发票，对应的屠宰量远超安徽

省的实际产能。循着该线索，揪出了该公司实际
负责人，发现其通过名下两家公司，虚构了大量
农产品销售人员信息，自行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抵扣进项税款后，向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从中非法牟利。警方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以个人工作室为依托，王安以各类鲜活的可
疑资金交易聚类分析为手段，开展“以战代训、以
训促培”工作，并在全省公安系统范围内首创“违
法犯罪资金分析师”岗位，目前已培养出30名初
级资金分析师、6名中级资金分析师。
　　2024年，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办各类经
济犯罪案件346起，挽回及避免经济损失3.76亿余
元。因为业务能力突出，王安被聘为“公安部经侦
人才”，获评“全国打击虚开骗税先进个人”“安徽
省公安系统十大忠诚卫士”等称号，荣立个人一
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宿州市公安局
还获评全国经侦部门情报导侦示范单位。
　　“作为一名经侦民警，我们既要懂数据分析，
也要能侦查办案，在线上线下两个战场与违法犯
罪分子斗智斗勇，扛好守护群众‘钱袋子’的职责
使命。”王安说。

  图① 王安介绍数据工具的研发和实战应用
情况。
  图② 王安与同事分享办案经验。

宿州市公安局供图  

王安：线上线下两个战场上的“数据猎手”

  图① 工作中的马
国琴。
  图② 马国琴（左
三）到村民家中走访。
本报通讯员 陈胡斌 摄

马国琴：
“做好每件小事就是我的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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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黄义带队开展巡逻踏查。 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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