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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良艺
□ 本报通讯员 黄露婵 赖娟
　　
　　“有事就找‘发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镇各村寨，流传
着这么一句话。
　　“发哥”名叫杨成发，今年44岁，是隆林各
族自治县公安局德峨派出所的一名苗族辅
警。他是德峨各族群众心目中的好“古迪”（苗
语，意为兄弟），也是备受同事尊敬和夸赞的
好大哥、调解能手。
　　德峨镇地处隆林各族自治县西南部，
在这个平均海拔1600米的云贵高原边缘小
镇，世代聚居着苗、彝、仡佬、壮、汉5个民
族，其中苗族人口占比达84.5%，苗语是村民
常用语言。因此，外来的干部在开展工作
时，常因语言隔阂而“说不进火塘边的话”
“坐冷板凳”。
　　近年来，隆林各族自治县公安局通过招
录通晓少数民族语言辅警充实到基层派出
所，协助开展巡防、办案、办证和调解等工作，
进一步拉近警民关系、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
力。“发哥”就是其中的一员。
　　杨成发考入辅警时已经37岁“高龄”。“和
年轻小伙子比，我体力和精力也许跟不上，但
我也有‘老大哥’的优势。”杨成发说起入警时
的经历，不禁笑道：“群众看我成熟稳重，会愿

意多说两句。”
　　杨成发是土生土长的德峨苗族，熟悉当
地民俗传统和人情世故。入警后，他担起了调
解矛盾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宣讲法
律知识，他一有空就学习常用的法律法规
条文。有的法条晦涩难懂，他就向同事请
教、参考典型案例，学深吃透后再用苗语通
俗地“翻译”出来，记录在小本子上，以备不
时之需。经过7年的实践和打磨，杨成发总
结出了自己独有的一套“调解方案”———
“苗语释法+民俗说理”。
　　在德峨，因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
纷占比达60%。按照苗族传统习俗，男女订婚
前，男方需要给女方一笔彩礼。过后如遇到婚
约解除或婚姻破裂的情况，彩礼是否返还往
往就会成为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婚姻调解
中，既要尊重传统，又要移风易俗；既要以和
为贵，又要说法讲理。7年来，其他干部、村委
啃不下的“硬骨头”，“发哥”从不退缩，迎难
而上。
　　2021年，德峨镇八科村塘石下坝青年杨
某与罗某确立恋爱关系并订婚，其间，男方按
民族习俗完成彩礼交付。2024年2月，因感情
变故女方提出解除婚约，双方围绕彩礼返还
产生争议。男方主张全额返还，女方却以“订
婚礼成”为由拒绝，两家矛盾逐渐激化，大有

剑拔弩张之势。杨成发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
前往调解。
　　在调解现场，杨成发先用苗语解读民法
典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等法条的立法
精神，继而援引传统习俗，阐明“解约担责”的
民间共识。经过多轮协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
退还16800元彩礼的调解协议。
　　面对矛盾纠纷，杨成发往往能够抓住不
同人群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调解方式。当新入
职的民辅警围坐讨教时，杨成发的回答简短
而又朴实，“每个人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我
们要做的就是耐心倾听，努力找到双方诉求
的平衡点。”他说。
　　2024年初春，辖区村民杨某与罗某因
家庭纠纷闹得“不可开交”，罗某曾多次到
法院起诉离婚。杨成发了解到，这对夫妻
成婚20余年，拥有较好的感情基础，矛盾
主要是由于家庭琐事引发的。为了帮他们
挽回这段婚姻，杨成发开启“连续作战”模
式。早上，他趁农忙前与夫妻分头谈心，中
午则顶着太阳走访邻里乡亲了解情况，傍
晚又蹲坐在火塘边聊家常。经过10余天不
懈努力，这对夫妻的离婚纠纷最终得以圆
满解决。
　　“要想听真话，板凳就要坐得热。”这是杨
成发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把调解室搬到了火
塘边、吊脚楼前、苞谷地里……哪里有矛盾纠

纷，哪里就是他的办公场所。一年之中他有大
半的时间奔走在乡间，年均徒步里程超过
1500公里，足迹遍布各个村寨。2018年以来，杨
成发累计主持、参与调解矛盾纠纷160余起，
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如今，乡亲们真正把杨成发当成了“自家
人”，会喊他一起找跑丢的羊，会和他念叨邻
居家的牛吃了自家的玉米苗，还会拽着他的
袖子问“‘发哥’，你把我的问题都解决了，咋
还不来家里吃饭嘞”……
　　入警前，杨成发曾在外地经营小生意，日
子过得平静而滋润。谈起入警的初心，这个黝
黑壮实的苗家汉子竟有些“害羞”。他说：“苗
族人对故乡都有很深的感情，落叶归根嘛！而
且当警察很帅气，还能为家乡做点实在的事，
我认为很值得。”
　　正谈话间，“发哥”的手机又响了。他一边
安抚电话那头情绪激动的群众，一边换上沾
满泥巴的作训鞋。伴随着老旧警车的发动机
轰鸣声，车轮碾过碎石卷起一路烟尘，驶向大
山深处。

  图① 杨成发（左一）在村寨里向群众宣
传安全知识。
  图② 杨成发（右二）在派出所内主持调
解工作。

韦浩 摄    

杨成发：
火塘边吊脚楼前苞谷地里忙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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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姚晴佩 乔丹
　　
　　四十载春秋流转，她以柔肩担正义，以
慧心解纷争；四千起案件沉淀，她用专业铸
法魂，以温情系民心。“清官难断家务事”，
在家事审判的复杂领域中，她却如春风化
雨，将一个个撕裂的家庭关系细细缝合。
　　她就是浙江省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综合审判庭法官李欣。40年来，她以家为
庭、以心为秤，在家长里短的琐碎中书写着
法治的厚重，在家长里短的温情中彰显着
司法的温度。

弥合手足亲情的裂隙

　　在李欣的手机相册里，有一张温馨和
谐的当事人“全家福”——— 耄耋老人王大爷
站在中间，二弟和四妹在左右搀扶着他，其
他三兄妹则挽着手依次站立。
　　2024年2月6日，农历腊月廿七，当李欣走
进办公室，桌面上的一份起诉状让她心情突
然沉重起来。本案当事人是王大爷兄妹6人，
原告是王大爷的两位妹妹，她们起诉自己的
3位兄弟在履行监护职责过程中，严重侵犯
王大爷的合法权益，要求撤销3位兄弟的监
护资格。通过问询，李欣了解到6兄妹“对簿
公堂”是源于一笔拆迁补偿款。
　　2021年11月，王大爷名下的房屋被征
迁，获得近200万元补偿款。由于王大爷没
有成家，独居且精神异常，房屋被征迁后，
在村委会的协调下，由3个弟弟共同承担监
护责任，每人每家照顾一个月。200万元补
偿款则由3位弟弟各分得50万元，剩余款项
存于村信用站。当时，王大爷的两位妹妹并
未到场。
　　“他也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也可以照顾
他。”在村里的调解现场，兄妹5人分为两个
阵营，你一言我一语激烈争辩着。为此，李
欣积极与有经验的家事调解员、村两委干
部沟通，制定“背靠背”调解方案。
　　“即使你们是大哥的监护人，照顾大哥
的衣食住行，是你们作为监护人的职责，但
是大哥的钱只是由你们保管，不是属于你
们。”李欣先向作为被告的三兄弟释明。然
后，李欣又从法律规定上，向两姐妹讲解了
撤销监护人资格必须符合的条件。
　　当天的调解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
在多方努力下，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
缓解。之后的几天，李欣仍然与村支书、调
解员和双方代理人保持沟通联系。不久后，
考虑到诉讼风险的原告撤回了起诉。虽然
案结但事未了，始终是压在李欣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
　　在随后的回访中，李欣还参与了两次
调解，兄妹5人就拿出多少钱一直争议
不断。
　　“李法官，双方协商好了，三兄弟拿出
10万元给两姐妹用于大哥的日常开支费
用。”李欣接到村支书的电话，受邀来到村
文化礼堂现场见证。
　　那天，兄妹6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
福”，合影里大家露出欣喜的笑容，手足亲
情也在手挽手中传承。

法律温暖维权路

　　“陈丽，这是10万元的离婚损害赔偿
金，你和李明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已经结
束了……”被告陈丽和原告李明的“婚姻保
卫战”持续了近10年。今年3月，在李欣的耐
心调解下，这对夫妻结束了长达25年的感
情纠葛。
　　李欣至今记得第一次在法院调解室见
到陈丽的情景，她气愤地拉着李欣诉说着
心中的委屈：“我们在2000年结婚，女儿是
2001年出生的，之后李明在婚内犯了严重过
错，导致感情破裂。现在他居然为了钱把我
告到法院。”
　　陈丽和李明一见面便吵得不可开交。
李欣采取“背靠背”调解方式，深入了解双
方争议的焦点。了解双方诉求后，李欣严
肃地对李明说：“你的过错行为直接导致
婚姻破裂，符合婚姻中过错方应对无过错
方的损失予以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不能
因为你对夫妻共同财产做了有利于陈丽
的分割，就可以因此免除应承担的离婚损
害赔偿责任。”听着李欣掷地有声的话语，
李明羞愧地低下了头，陈丽的泪水也湿了

眼眶。
　　最终，经李欣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
议，李明当场支付陈丽离婚损害赔偿金10
万元。
　　当天，陈丽拿着钱向李欣道谢后，拉着
女儿匆匆离开了法院。陈丽瘦弱的背影让
李欣心中不禁思考：作为家事审判法官，还
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在智造新城法院推出的“智e点”普法
平台上，李欣找到了答案。“劳动法规定，女
职工在‘三期’期间，其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工资待遇……”3月8
日，在智造新城高新企业社区，李欣借助共
享法庭“云端”平台，以“屏对屏”的形式为
女职工们普及法律知识，并通过现场连线
解答各类法律问题。
　　在社区礼堂，李欣通过问答竞猜等趣
味性方式，生动解读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
法、反家庭暴力法等与妇女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律法规，引导她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一本封面泛白、卷边的民法典是李欣
出行的标配，她走到哪儿就将普法带到哪
儿。自2023年10月到智造新城法院履职以
来，李欣以“线下互动+云端互联”的普法方
式，为辖区内100余家企业、千余名职工群
众开展定制式普法活动。

司法助梦护“未”成长

　　“法官阿姨，这是我新学的一首诗，我
念给您听……”春季开学不久，李欣就接到
当事人小轩打来的电话，他兴奋地向李欣
讲述着新学期的新鲜事。
　　李欣的思绪不禁回到了2024年7月那个
炎热的夏天，一场监护权变更战在浙苏两

地悄然进行。6岁的小轩因家庭发生重大变
故，陷入了监护真空。祖母无力抚养，眼看
着小轩即将入学，远在浙江常山的外祖父
母却因监护权绑定江苏昆山而无法为其办
理入学手续。
　　得知这一情况后，李欣立即带领团队
赶往江苏。在当地法院的协助下，她顺利见
到了小轩的父亲。“小轩外婆给孩子报了
暑期拼音班，小轩很聪明，学得很快……”
李欣向小轩父亲讲述着孩子的近况，同
时认真释法：监护权变更并不影响探视
权，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稳定的
成长环境。经过耐心细致地沟通，小轩
的父亲终于签署了监护权变更协议，
外祖父母当庭获得了监护资格。
　　2024年9月1日，新学期开学的
第一天，小轩背着李欣特意为他准
备的新书包，满心欢喜地步入了
校园。
　　然而，在办案过程中，李欣
了解到，小轩外祖父母靠着几
千元的退休金支撑家庭，未来
小轩的生活、学习将面临多重
压力。为此，她积极推动小轩
的司法救助申请，经过不懈
努力，法院最终批准了6万
元的救助金，涵盖了学费、
生活费及心理辅导费用。

  图① 李欣走进巨
化三小开展宪法宣传
活动。
  图② 李欣（左
三）向当事人确认案
涉山地相关情况。
  图③ 李欣

（右二）到当事人
家中回访。

李欣：家事审判中解开“千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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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宇
　　
　　在张宇的工作台上常年堆满各类物证：带血的衣物、残缺的骸骨、
模糊的生物检材。20年来，他踏遍3000多个案发现场，检验4万余份物
证，出具的1800余份鉴定文书中，藏着让凶手无所遁形的“基因密码”。
　　作为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副大队长，张宇可谓
荣誉满满：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公务员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4次、个
人嘉奖5次；曾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个人”
“全省优秀人民警察”“丹东好人·最美警察”等称号。
　　2020年3月1日，丹东市公安局的实验室里，张宇趴在显微镜前，手
中的镊子夹着一条破旧的碎花裙。这条来自17年前命案现场的物证，在
17年间经历了10余次检验都无果。而此刻，张宇在裙角缝隙里发现了针
尖大小的淡褐色斑迹……
　　2003年王某被强奸杀害案中，传统检验技术的成功率仅有7%。张宇
将物证拆分为13个单元，反复试验6种提取方法，在第72小时终于捕获
到完整STR基因分型。“就像拼图，每一片都可能是最后一块。”他独创
的“亲缘认定分析法”，通过家系图谱将全国77个比对家族缩小至4个，
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于某。当警方将其抓获时，这个潜逃17年的厨师面
对铁证，跪倒在地。
　　在公安部“清痕缉凶”行动中，张宇24天连破4起命案积案。他创造的

“白+黑”工作模式：白天让民警采血，自己通宵比对，通过这种模式，他将
原本3天才能完成一轮的比对工作缩短到1天，极大提高了破案效率。同事
回忆：“那段时间实验室的灯就没灭过，他趴在桌上打盹的样子，像极了守
着鸡蛋孵化的老母鸡。”
　　2011年冬夜的丹东某小区，煤气泄漏的“滋滋”声让整栋楼的人陷入
恐慌。
　　张宇到达现场时，刺鼻的煤气味弥漫在楼群中，周围居民纷纷撤离，远远
地站在警戒线外，眼神中满是惊恐，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警戒线外还有人
哭喊：“屋里还有尸体。”
　　没有丝毫犹豫，张宇大步迈向那间随时可能爆炸的屋子。浓重的煤气味扑
面而来，他强忍着不适，深吸一口气，跨过堵在门口的尸体冲进厨房，缓慢而又
有力地关闭了阀门，煤气泄漏的“滋滋”声消失，危险源得到解除。
　　此时张宇已感到头痛欲裂、恶心难忍、身体变得无力、视线变得模糊，只能凭
借着顽强意志艰难地朝着屋外挪去。
　　大楼外，围观群众看到他出来后先是一愣，随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满脑子都是‘快’，晚一秒
都可能爆炸。”张宇说。
　　2022年4月，一本凝聚着张宇无数心血的《丹东公安法医DNA技术简明手册》诞生。
　　回想起编撰手册的日子，每一个夜晚，当城市进入梦乡时，张宇家中的书房却还是亮着灯。他自己起
草、自己编辑、自己排版并印刷了这部内部资料，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表述，还配上许多简单生
动的案例和图表。
　　当这本手册免费配发给丹东市公安局所有基层办案部门时，大家满是敬佩和惊讶。敬佩的是，张宇能够用
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明白最难懂的专业技术，而这正是基层民警在一线实战中最急需的知识武器。惊讶的是，
这需要花费大量心血制作的工作手册竟然是张宇这个大忙人完成的，他哪里来的时间、哪里来的精力呢？
　　2024年，张宇的两位亲人相继离世，最大的痛苦往往无声，最痛的哭号没有回音。张宇只能将悲伤埋在心底，
他将悲痛化为动力，连续破获两起命案，这无疑是告慰了被害人和家属，也是他默默用行动回应亲人对他工作的
支持。

　　20年来，张宇直接比中认定犯罪嫌疑人1400余名，破获各类案件2000余件，认定50余例无名尸身源，成功寻回49
名被拐卖儿童。他共计破获命案29起，包括25起命案积案、4起命案现案。艰苦的付出、累累的硕果、让罪犯落网、让逝

者安息，让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让公平和正义不再缺席。
　　

　　图① 张宇对关键物证进行痕迹提取。
　　 图② 张宇在案发现场勘查。

　　丹东市公安局供图  

张
宇

让
无
声
证
物
﹃
发
声
﹄

① ②②


